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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新闻学是关于融合新闻的学问，是媒介融合时代人们认识新闻、制作新闻、

传播新闻的新型知识体系。随着媒介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

迭代，媒介融合的概念也不断更新，融合新闻的形态、观念和传播方式也不断丰富和变

化，融合新闻学的研究和总结也需要与时俱进。

首先，融合新闻打破了原有媒体介质界限。原有媒体介质界限是指报社、广播与电

视在新闻报道中使用的介质和传播载体(文字、图片、声音、活动图像等)，这一切在数

字时代都实现了汇流。手机的普及让原有媒体的新闻接触终端实现了汇流，新闻原有的

接收终端报纸、收音机和电视机都被手机终端所取代，这让原有媒体的新闻渠道入口逐

步受到冷落，也让媒体机构的广告营收与新闻绑定的生存模式逐步解体，媒体机构被迫

需要寻找新的新闻表达方式和媒体生存方式。

其次，融合新闻打破了原有新闻把关环境。随着社交媒体、自媒体和AI智能媒体

的兴起，新闻媒体机构的专属权利被消解，新闻发布主体和平台变得多元，也让新闻的

真假和价值成为突出问题。融合新闻需要重申新闻的边界和社会公共价值，针对后真相

时代的新闻环境提出自己的再认知。

本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思考和研究，力图能够与最新的媒体业界实践相结

合，融汇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当然，本书作者也知道，随着技术更新和业界

实践的创新，还会不断有更新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本书力图建立一个合理

科学的认识框架，并以一定的问题意识展开知识的逻辑。因此，本书既观照传统媒体机

构在融合环境下的探索和转型，也关注商业化的数字媒介平台因传播新闻而获利却未能

承担相应的社会公共责任所造成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必须予以综合性的思

考。这是本书的价值立场，也是努力追求的目标。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疏漏在所难免，敬请各位同行和读者不吝赐教。反馈邮箱：

shim@tup. tsinghua.edu.cn。

 杜志红

 2025年3月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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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融合时代的新闻

媒介技术的不断迭代，不断颠覆和重构着新闻的传播方式、传播环境和传播格局，

也不断推动着人们对于新闻的重新思考和认知。这种重新认知既关涉过去，也联系未

来。麦克卢汉曾用“后视镜”概念来比喻人类这种不断更新的认知模式：“我们用后视

镜看现在，我们向后看而走向未来。”a 新闻事业诞生一百多年来，围绕着大众传播模

式展开的新闻研究和思考，形成了报学、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等依托于媒介载体的

新闻学知识体系。但在今天这个网络化、融合化、智能化的传播时代，大众传播模式下

的新闻学已经变成了“传统新闻学”，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在新的传播环境下产生的“融

合新闻学”。融合新闻学是媒介技术和传播模式不断融合发展的结果，也是随着媒介技

术的融合发展而不断动态调整的学科，因而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新技术条件下新闻的内涵

边界、传播关系以及社会影响。

1.1 新闻的内涵与认知维度

“新闻”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又复杂的词语。说它简单，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

常提起它，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说它复杂，是因为它常常与传播、宣传、媒介、信息

等诸多概念和事物纠缠在一起，并受到这些概念和事物的影响，以至于模糊了边界。因

此，关于新闻的认知，常常会涉及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社会等许多领域。可以

说，新闻既反映并建构着不同时代和社会的面貌，也同时被不同的时代和社会所形塑和

建构。

国内外关于新闻的定义可谓数不胜数。在我国新闻学术界，对新闻较为著名的定义

有两个：一是陆定一的“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另一个是“新闻是新近事实变

动的信息” b 。这两个定义各说出了新闻的一个侧面。也就是说，“新闻”一词应该

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某个发生了(或正在发生)变动或变化的事实或现象，这是新

闻产生的本源—“变动产生新闻，变动是新闻之母”c 。它强调新闻事实的客观实在

性和前提决定性：事实是新闻活动的前提，先有新近变动的事实，后有新闻传播。二是

关于这个发生了(或正在发生)变动或变化的事实或现象的言说与传播。它强调新闻活动

中人的认识具有主观能动性，人只有先认知和把握了新闻事实，才能对其进行报道和传

a　马歇尔·麦克卢汉. 媒介即按摩：麦克卢汉媒介效应一览[M]. 何道宽，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73.
b　李良荣. 新闻学概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24.
c　李良荣. 新闻学概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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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也就是说，新闻虽然来源于事实，但是并不等同于事实，而是关于事实的表述。这

种对于事物的表述或表征在广义上被称为“信息”。所以，也有学者将上述两个定义糅

合在一起，将新闻定义为“公开传播新近变动事实的信息”a。

由此可以看出，事实变动和公开传播，是判断一件事情是否构成新闻的两个基本

要素，也就构成了新闻与宣传、传言、情报等其他传播活动的边界。第一，如果没有事

实发生变动，即使有新近发生的事实(比如太阳从东边升起)，还有对此事的公开传播，

也不能构成新闻，最多算是宣传。第二，如果事实没有被公开传播，即使事实发生了变

动，那么也不能构成新闻，最多算是秘闻或者情报。第三，如果没有变动的客观事实作

为支撑或依据，则公开传播的相关信息也不能构成新闻，最多算是流言或者传言。

重新厘清新闻内涵的边界，在融媒体时代尤为重要。在传统新闻时代，我们往往把

媒体机构报道的东西都视作新闻，而媒体机构的记者、编辑等从业者也往往自觉地承担

起新闻“把关人”的角色。但是在融媒体时代，当所有人都可以在网络媒介平台发布文

字、图片、视频等各类信息，能够传播新闻的网络应用平台虽然通过聚合新闻的方式从

中谋利，但却不再对新闻的真实性和专业性负责。在新闻传播的公共价值遭到削弱时，

就需要我们擦亮眼睛，分清楚哪些是新闻，哪些只是宣传、营销或者传闻、流言。融媒

体时代，确立新闻的内涵边界意识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构成每个人新闻素养或媒介素

养的核心。

关于新闻的内涵，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理解：一是时间维度，即“新”

意味着被传播的事情应该是新鲜、新近、新生的，这是新闻内容在时间维度上的内在规

定性；二是空间维度，即“闻”意味着一种传播的空间范围，一件刚发生的事情只有在

空间上被广为散布，被更多的人知晓，才构成新闻；三是关系维度，即新闻怎么说、说

给谁听、说到什么程度、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说意味着一种关系的存在，也就是构成了一

种以新闻表达为纽带的传播关系。在这种传播关系中，传播者总想影响接受者，但也常

常会迎合接受者，接受者会对传播者形成一种制约和决定关系。这种传播关系是社会关

系或时代环境的体现，它框定了新闻的内容、形态及话语空间。

新闻概念的丰富性，还可以从对应的两个英文单词news和journalism来理解。这

两个词在英文中都是“新闻”的意思，但内涵有所区别。news由new(新的)引申而来，

意味着新闻必须是新鲜的、新近的、新生的事情或事物，因此，news是新闻的本体，

其性质是一种公开传播的公共性信息。journalism由journal引申而来，其本义是“航

海日志、日记”b，与journey(旅行、行程)同属于一个词根journ(一天，每日)，它包

含两层意思：一个是时间的及时；另一个是空间上的远距离。也就是说，journalism

主要指及时地记录和传播远处新鲜事情的机构或事业，而新闻记者(journalist)是新闻

a　陈霖. 新闻学概论[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11.
b　陈霖. 新闻学概论[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10.

融合新闻学  3校   正文.indd   2 2025/4/15   9:06:31



第1章  融合时代的新闻 003

业(journalism)的从业者。对于这两个词来说，news更多的是作为客体，是被传播的内

容、形式或话语，主体则是journalism，它作为一种社会事业体制或者文化机制，受到

外部社会环境和内部新闻系统的双重影响。所以，新闻学研究既要研究新闻表达的内容

和形态，又要研究决定了新闻内容和形态的新闻业内外的各种复杂关系。

作为news的“新闻”，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远古人类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会

密切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这些变化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存，因此传播关于周边环境变

化的消息，就是最早的新闻。我国古代关于“千里眼”“顺风耳”的神话传说就反映了

远古人类对于获取和传递远方新闻的某种需求和渴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活动是

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人类求生存图发展的需要”a。所以，每个时代、每个社会的人

要想生存和发展，都必须关注周遭环境的变化，这样才能及时调整自己的认知和决策，

做出正确的应对。这意味着“新闻”作为一种活动自古有之，并非从近代才开始的。

但是，作为journalism的“新闻”，是后来产生的一种社会制度安排。因为社会分

工的加剧、社会复杂性的增强，以及印刷术、电子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需要有一个专

门的行业或职业来从事新闻的采集、生产和传播，“新闻业”就此诞生。当然，由于社

会制度和经济环境的不同，新闻业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形态。政治、经济和文化、

科技的因素，塑造了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环境的新闻业，新闻业有着商业性、公有性和

公共性等不同的属性。这些属性决定了媒体机构遵循不同的运作逻辑，也规定了新闻表

达的内容、形态和话语方式，甚至影响到人们对新闻本体的认知。

随着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的不断迭代，采集、摄录和传播新闻的网络

媒介平台越来越多，也让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便捷地在网络空间传播和获取新闻，这从

根本上动摇了以职业性新闻业为主体的新闻传播格局，同时也让新闻与媒介的关系越来

越凸显，随着网络媒介、社交媒介、智能媒介的融合不断加深，新闻报道的主体变得多

元，新闻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新闻报道的组织方式、传播方式和新闻价值要素开始越

来越受到大数据和算法等智能媒介底层逻辑的影响，新闻生产过程中人与机器的关系也

不断被重构。

1.2 新闻与媒介

新闻与媒介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新闻离不开媒介，媒介形塑新闻。

1.2.1 新闻离不开媒介

新闻的传播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媒介，离开媒介，新闻无法传播。新闻只有借助媒

a　李良荣. 新闻学概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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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才能跨越时空，散布和公开在广泛的社会群体中。那么，什么是媒介？

日常生活中，我们提起媒介，自然会想到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能够进行信

息传递的介质或载体，或者专门负责信息传递的机构或组织，如报社、电台、电视台或

网站等。但这只是狭义的媒介，或者说是广义媒介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词源上讲，媒介译自英文“media”，它源自拉丁文“medium”。从12世纪开

始，英语“medium”一词被用来表达“中间的事物”或“介于两点之间”的意思。媒介

可以是一种事物、物质和关系，甚至是介于某些事物之间的人。从14世纪开始，媒介成

为组织交换关系的个人或机构，如银行是交易者之间的媒介。19世纪中叶，“媒介”一

词开始被用来描述大众传播渠道，先是报纸，随后是电影院和广播，最后是电视。20世

纪，“媒介”一词开始被用来指称在社会中创造与扩散意义的机构和技术a。1960年， 

“媒介”成为一个术语，用于描述实现跨时空社会交往的不同技术与机构，进而受到特

定学术领域的关注和研究b。随着20世纪中叶计算机的发明，“媒介”一词用来表示存

储数据的物质，如磁带或硬盘。21世纪，媒介也指人们用来创建、分享和访问信息的数

字平台和设备c。

从媒介概念的演变来看，一直以来，我们都在不断发明、投入使用并重新定义媒

介。在彼得斯看来，媒介是人类在体外存储信息的工具，使用媒介是人类区别于动物

的一种特殊能力，是人类的独特之处d。当然，媒介不仅仅是人类在体外存储信息的工

具，还可以让事物得以显现，正如戴维·阿什德所言：“媒介就是在社会活动中使可见

的或确实的事情显现出来的任何过程、方法或技术。”e 

广义的媒介是指任何能够起到连接转换功能的中间物，是“连接、触发与转变的

不断运作，是‘媒’‘介’的互动和呼应”f。因此，但凡能够实现跨时空社会交往的

中间物，都可以视作媒介。麦克卢汉正是从这个意义来理解媒介的，并将其视作人的延

伸。在他看来，口语、书面词、道路、数字、服装、住宅、货币、时钟、自行车、汽

车、飞机、电话、唱机、武器、自动化等都是媒介。正如他所言：“任何媒介(即人的

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

(或者说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g

a　尼古拉斯·凯拉. 媒介与社会：权力、平台和参与[M]. 任孟山，陈文沁，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23：13-14.

b　克劳斯·布鲁恩·延森. 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M]. 刘君，译. 上海：复旦大

学出版社，2012：59-60.

c　尼古拉斯·凯拉. 媒介与社会：权力、平台和参与[M]. 任孟山，陈文沁，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23：14.

d　尼古拉斯·凯拉. 媒介与社会：权力、平台和参与[M]. 任孟山，陈文沁，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23：14.

e　戴维·阿什德. 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M]. 邵志择，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53.
f　黄旦. 听音闻道识媒介—写在“媒介道说”译丛出版之际[J]. 新闻记者，2019，(9)：46-50.
g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宽，译. 商务印书馆，2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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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媒介学家德布雷认为，在媒介学中，媒介是指“在特定技术和社会条件下，

象征传递和流通的手段的集合”a，一般来说，媒介包括语言体系、社会符码、身体感

知器官、物质载体、输入或复制的技术手段等。他还将人类的文明史大致分为三个“媒

介域”：文字言语为主要传播手段的“文字(逻各斯)域(logosphere)”、传播方式建立在

印刷工艺基础上的“印刷(书写)域(graphosphere)”，以及声音和图像主导的“视听(图

像)域(videosphere)”b。在德布雷看来，每个时代的媒介域都可能混杂着不同的技术载

体，这些不同种类的信息传播载体会赋予时代不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每一次媒介技术

革命并不一定在物质形式上消除以前的媒介文本，只不过是让先前的媒介文本所承载的

社会地位和角色功能有所改变。这种改变的发生，一方面是因为新的媒介技术会改变社

会的游戏规则，另一方面是因为新媒介技术会重新解构社会力量的组合方式，“简单地

说，每个新媒介都会绕过先前的媒介所培育的媒介者阶层”c。

德国媒介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将人类媒介的变迁历程划分为象征时代、技

术时代和数字时代。早期的人类在体外存储信息的物质载体是洞穴、岩壁等，后来人类

开始在自己发明或制造出来的其他材料上记录信息，如龟甲、兽骨、石碑、泥板、青铜

器、莎草纸、卷轴等。这些早期的媒介就是象征性(symbolic)技术，这些媒介可以称为

“象征媒介”。人类通过对世界的感知，将其转化成手绘图画或文字。此外，人们还发

明了信鸽或者烽火、烟雾等信号来编码信息，尝试跨越空间传递信息。

15世纪，印刷机的发明标志着人类从象征时代走向技术时代。人类发明了包括印

刷机在内的一系列机械，用来复制符号、跨越空间传递信息，还可以捕捉、存储光和声

音，这些机械被称为“技术媒介”，因为它们不需要通过人将现实转化为符码(如字母

表)，而是把一种媒介的内容存储在另一种介质上。例如，相机把光影存储在胶片上，

声音存储在黑胶唱片上d。到了19世纪末，无线电的发明推动着捕捉、传输光和声音媒

介技术，加速提升了媒介技术跨越时空传播的能力，使之超越了人体和感官的极限。 

20世纪初，媒介不断制度化与工业化，职业化的新闻业与现代传媒产业同时产生，新闻

媒体成为大众社会日常生活的核心，也成为政治经济进程的关键机构。

在技术媒介发展成熟之后，“数字媒介”出现。数字媒介与技术媒介的区别在于，

技术媒介是把一种介质存储到另一种介质中(如胶片上的光、磁带上的声音)，而数字媒

介是把所有信息(包括光、声音、文本)都转换为二进制代码。这样一来，媒介不仅可以

存储和传输信息，还可以处理和操纵信息。到了21世纪，数字技术和网络传输技术不断

升级，发展出了参与性强、高度商业化和数据驱动的特质，渗透到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

a　雷吉斯·德布雷. 普通媒介学教程[M]. 陈卫星，王杨，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4.
b　雷吉斯·德布雷. 普通媒介学教程[M]. 陈卫星，王杨，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456.
c　雷吉斯·德布雷. 普通媒介学教程[M]. 陈卫星，王杨，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29.
d　尼古拉斯·凯拉. 媒介与社会：权力、平台和参与[M]. 任孟山，陈文沁，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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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面，这些数字媒介越来越平台化和智能化。智能手机的出现更是使互联网演变成一种

参与式、数据驱动的媒介基础设施。这些数字化的媒介基础设施平台建构了一种全新的

参与性和数据驱动的生态系统，正在成为新闻制作、传播和商业化的中心节点，深刻地

改变了新闻业的社会环境和传播逻辑。

另外一位学者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则把媒介分为三个不同的维度：第一个维度是

人的身体，它是面对面的交流活动得以实现的物质平台；第二个维度是大众传播的技术

性生产手段，它以模拟信号传输为特征；第三个维度是数字技术，它催生了一对一、一

对多以及多对多的网络化交流与传播活动a。他认为每一种媒介都由物质载体、媒介意

涵和媒介制度构成。“媒介同时是物质的载体、表达的话语或情态形式(modal forms)以

及全社会对于交互活动的形成与限制加以规范的制度。”b其中，物质载体是传播的物

质条件，媒介意涵是传播的话语、体裁与形式，媒介制度是介于行动与结构之间的社会

传播系统。虽然互联网整合了印刷媒介、视听媒介，并将它们共同置于一种语境之中，

但人际传播仍然扮演着核心应用的角色。新媒介的不断累积并不会取代面对面的接触，

也不会取代旧媒介，“与此同时，人类不仅占据着以技术为中介的传播活动中的关键位

置，还是后者的原型”c。

综上所述，虽然关于媒介的认识角度各有不同，但新闻都是这些媒介的重要内容，

甚至许多媒介就是为了传播新闻而发明的。而这些用来传播新闻的媒介，反过来又会以

自己的方式影响或形塑各个时代的新闻。

1.2.2 媒介形塑新闻

新闻离不开媒介，而媒介也形塑着新闻的选择标准、内容形态和价值观念。正如

戴维·阿什德所言：“媒介远非信息传送的中立的通道，它们是具体的行为代理机构，

是各种意义的定位和建构的代表或表达。”d媒介以自己的物质条件和技术逻辑形塑

新闻。

媒介对新闻的形塑由来已久。最初是口头传播的新闻。这种新闻往往有着一个娓

娓道来的散漫的叙事，交流新闻或流言相当于早期部落中人与人之间一种独特的梳毛活

动。“和动手梳毛一样，花时间和某人聊天是建立或加强社会纽带的一种方法。”e也

a　克劳斯·布鲁恩·延森. 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M]. 刘君，译. 上海：复旦大

学出版社，2012：4.

b　克劳斯·布鲁恩·延森. 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M]. 刘君，译. 上海：复旦大

学出版社，2012：61.

c　克劳斯·布鲁恩·延森. 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M]. 刘君，译. 上海：复旦大

学出版社，2012：4.

d　戴维·阿什德. 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M]. 邵志择，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54.
e　汤姆·斯丹迪奇. 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介2000[M]. 林华，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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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口传新闻需要考虑对方的接受过程，往往会选择以讲故事的方式来展开，新闻

的形态表现为故事，这是口语媒介对新闻的形塑。

报纸时代的媒介技术对新闻的形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新闻时效性

的形塑。报纸时代的新闻建立在延迟性的基础上，所有的新闻都发生在昨天或者更早，

新闻要经过耗费时间的采写、编排和印刷等工序，纸质报纸的传递需要借助人力、马

车、铁路、轮船等交通工具，报纸来到读者面前，新闻事件已经过去了几天或半个月甚

至更长时间。另一方面是对新闻内容形态的形塑。由于报纸时代的新闻传输受限于交通

工具，无法追求时效性，有充分的时间追求深度与完整性。“报纸时代的新闻在时间观

念上面向过去，关注曾经发生的事情，新闻要反映历史的动力、因果关系等有深度的内

容。人的书写与印刷机的复制要消耗时间，这个过程要经过思想沉淀，然后生产出一个

有形产品。”a 19世纪电报的发明，让新闻的传播跨越了地理空间，摆脱了对交通工

具的依赖，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新闻的时效性，也扩大了新闻内容的覆盖范围。借此，报

纸可以把远方的新闻带到本地的读者面前。同时，因为电报信号质量问题和电报价格的

影响，记者发回电报需要用最简洁的文字来报道新闻，最重要的事实优先放在最前面，

这就形成了报纸新闻文体中著名的“倒金字塔结构”。这是电报这种媒介技术形塑新闻

写作的典型范例。

伴随着无线电的发明，广播和电视媒介的兴起，让新闻的直播成为可能。广播电视

媒介进一步形塑了新闻的时效性。新闻关注的重点转向当下正在发生的事实，新闻报道

的时效性，由“TNT”(today news today)，变成了“NNN”(now news now)，即由“今

天的新闻今天报”变成“现在的新闻现在报”。由于电视直播的滚动播出，新闻不再是

已经完成的故事，而是不断追踪和更新的事件信息进展，同时记者在前方的报道更多地

代入了个人的体验，从而让新闻报道体现出人性化或个性化的色彩。更重要的是，由于

电视属于视听影像媒介，它的新闻选题标准与报纸有着很大的不同，在新闻呈现上更多

地会选择具有视觉效果的事件或题材。正如阿什德所指出的，西方电视新闻更愿意选择

那些具有戏剧性视觉场景潜质的事情，如爆炸、轰炸、人们在奔跑以及人们的一系列情

感反应。“视觉戏剧效果、动作、冲突和感情，也许是最好的公式，荧屏上的动作是关

键”b，“冲突、戏剧性、动作，特别是战争因多种理由而具有新闻价值，它们对电视

新闻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c。

数字技术、网络传输技术的出现，从多个方面颠覆了传统媒体时代的新闻，形塑着

一种新型的“新闻”形态。

首先，新闻的传播介质与载体的融合。数字技术让传统媒体泾渭分明的新闻传播介

质融合在一起。报纸的文字和图片、广播的声音和电视的视听图像都脱离了其原有的物

a　吴璟薇. 人工智能如何改变新闻：技术、媒介物质性与人机融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2.
b　戴维·阿什德. 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M]. 邵志择，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05.
c　戴维·阿什德. 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M]. 邵志择，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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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载体，而被转换成二进制代码，而且可以在一个终端上同时观看。这导致新闻的表达

形式常常集文字、图片、声音和视频于一身，形成综合性的新闻报道形态，媒体记者必

须从原来的具备单个技能转向具备复合型技能。这是最初意义上的“媒介融合”，也是

融合新闻学的技术基础和起步原点。

其次，新闻的时间性被重塑。数字媒介让新闻传播速度变得更快，“数字新闻不仅

更贴近当下，还试图超越当下，关注未来的事情，充满着‘或然’的猜测。” a这意味

新闻不再仅仅意味着过去，还有面向未来的时间体验。社交媒体上的一些所谓“新闻”

往往无头无尾，要素不全，甚至成为“无时间的新闻”。时间线的混乱，扰乱了新闻的

真实性。经常是若干年前发生的事情，加上耸人听闻的标题，就被当成当下的新闻。同

时，社交媒体或自媒体的巨量化，让网络上的新闻性信息泛滥过剩、真假难辨，社会进

入“后真相”时代。

第三，新闻的传播主体多元化，新闻内容情绪化。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的出现，从某

种意义上解构了新闻发布的原有控制系统，让新闻采制和发布不再是报社、电台、电视

台等传统媒体机构的专属行为，“人人皆记者”“人人都有麦克风”，这意味着新闻的

传播主体变得广泛而多元，也意味着新闻传播的专业性由于业余传播者的激增而受到巨

大的挑战。“几乎所有人都能够和其他人交换文本、声音和图像……布莱希特在20世纪

20年代提出的一个论断，‘每个人都可能即时地告诉所有人任何事情’，现在已经成为

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效应。”b 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带来海量的、碎片化的信息，这些信息

大部分属于个体性的感受、体验或情绪，有时会用新闻性的陈述来进行包装，但很少被

核实与验证，与媒体机构理性、客观的新闻报道形成强烈反差。这种现象在短视频中较

为突出，它们以激发观众的情绪为手段，达到刺激转发、评论的流量目的，甚至有的自

媒体为了追求流量，不惜编造一些奇人怪事，致使“新黄色新闻”c在一些数字媒介平

台上泛滥成灾。 

第四，新闻传播模式平台化。随着大数据、算法和智能推送技术的不断发展，新

闻传播格局被一种灵活的、参与式的、数据驱动的媒介平台接管，这些数字平台通过搜

索引擎和新的内容聚合方式，提供对新闻文章或视频的直接访问，拆解了传统媒体原有

的新闻内容、渠道与广告“捆绑的集合体”d。这种捆绑原本是传统媒体维持新闻生产

a　吴璟薇. 人工智能如何改变新闻：技术、媒介物质性与人机融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3.
b　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 媒介之后：来自逐渐退潮的20世纪的消息[M]. 张艳等，译. 同济大学出版社，2023：
16-17.

c　“新黄色新闻”，特指一种单纯追求煽情性、趣味性和娱乐性的新闻类型，借用或对照的是一百多年前美国

新闻史上的“黄色新闻”概念。它具有虚张声势的浮夸外表和要素残缺的碎片化趣味；它的出现源于新技术环境

下内容生产门槛的降低和商业性数字媒介平台流量至上的算法推送机制；“新黄色新闻”泛滥成灾，会占领受众

和网络空间的注意力，消解新闻传播的公共价值。

d　何塞·范·迪克，托马斯·普尔，马丁·德·瓦尔. 平台社会：互联世界中的公共价值[M]. 孟韬，译.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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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营的生存之道，因为制作和发布新闻的高成本，必须以一定的广告经营收入作为支

撑。传统媒体其实是一种双重生产：通过采访和制作生产出新闻产品，通过传播新闻生

产出受众注意力，然后将受众注意力卖给广告商。然而数字媒介平台的搜索引擎功能和

各类新闻聚合器“拆分”了新闻内容与广告的关系，也将新闻内容与受众分开，并通过

提供对新闻条目的直接访问，将新闻内容“重新捆绑”，使自己成为获取新闻的主要门

户，这导致对新闻选择的掌控从新闻机构转向平台a，也导致新闻机构开始失去对新闻

管理的控制，从根本上削弱了专业新闻的特权地位。

被平台“拆分”又“重新捆绑”的新闻，让“什么新闻是值得传播的”标准发生

了巨大变化。传统新闻的把关人及其新闻专业性体现在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坚守，“选

题内容一直是专业新闻的本质，反映了一个新闻机构对社会、政治、文化公共价值的判

断，现在，人的选择权正在转移到平台部署的算法能力上。”b而这些拥有垄断地位的

数字媒介平台往往是由国际资本在背后支持的科技企业，其运营宗旨是谋取利润而非维

护公共利益。因此，其算法设计大都是本着最大限度地吸引用户的原则—流量至上，

而非公共利益至上。即使平台有所谓审核机制，那些标准也是标签化的、机械的、一刀

切的，缺乏传统新闻机构的编辑思维c。这些垄断性的数字媒介平台常常辩称自己是一

家科技公司而不是媒体，这样就既夺取了新闻传播的主导权，又拒绝承担新闻传播业务

中应该承担的公共责任。

综上所述，因为新闻的传播离不开媒介，媒介又形塑着新闻，所以关于新闻的认识

和研究必然无法抛开媒介的因素和视角。传统新闻学建立在报刊、广播、电视的媒介特

性和传播环境之下，融合新闻学必然建立在媒介融合的传播环境之下。认识和理解媒介

融合的演进过程，以及媒介融合对新闻生产和传播各个环节的影响，就构成了本书的基

本思路和整体框架。

1.3 融合新闻学的基本框架

媒介融合的传播环境是融合新闻学产生的基础。融合新闻学的基本原理，就是沿着

媒介融合的发展逻辑，重新审视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如何受到了介质融合、渠道融合、

把关机制变迁以及算法传播逻辑的影响。因此融合新闻学的基本框架应该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a　何塞·范·迪克，托马斯·普尔，马丁·德·瓦尔. 平台社会：互联世界中的公共价值[M]. 孟韬，译.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23：53.

b　何塞·范·迪克，托马斯·普尔，马丁·德·瓦尔. 平台社会：互联世界中的公共价值[M]. 孟韬，译.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23：64.

c　何塞·范·迪克，托马斯·普尔，马丁·德·瓦尔. 平台社会：互联世界中的公共价值[M]. 孟韬，译.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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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融合新闻学产生的媒介技术基础。媒介介质的融合导致了传统新闻媒介介质

那种泾渭分明的格局不复存在，也导致了原有新闻媒体机构在业务、观念和操作等层面

的巨大变革。

第二，融合新闻生产运作的基本逻辑和框架。媒介融合催生了融合性的生产逻辑、

架构和模式，促使新闻媒体机构在采编流程和机制、报道策划与组织、传播反馈与管理

方面发生巨大的变革，成为一种全媒体化的新闻生产运作模式。

第三，融合新闻生产的多媒体形态和跨媒介叙事。媒介技术的不断迭代，让新闻

的形态变得多元，同样的新闻内容呈现出不同的媒体形态，并在不同的网络空间进行传

播，甚至展开多平台的协作生产，形成跨媒介的叙事形式和叙事话语。

第四，融合新闻的数据化、算法推荐与平台化传播。在数字媒介平台已经成为新的

新闻传播的基础设施的今天，新闻的传播已经不再依赖传统媒体的发布渠道，新闻的阅

读和生产为平台生产了大量的数据，平台根据算法和用户的使用痕迹来进行新闻的筛选

和把关，大数据和算法逻辑重新定义了新闻价值，新闻内容生产呈现主体多元、互动性

强、多级传播的特点。这就需要全社会对新闻生产进行重新审视，加强平台化新闻的社

会责任感，强化新闻机构的新闻生产能力，提高公众的新闻素养，从而让新闻更好地服

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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