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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媒介科技融合趋势下新闻传播特点及趋势探讨
科技的发展推动了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当前物联网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和普及直接推动了传媒事业的发

展，具体表现为传媒模式、传媒技术、媒介载体发生改变，尤其是新媒体技术的普及对传统传媒行业产生了巨大冲

击，如何在现代媒介科技融合背景下突破和发展，是每一个传统媒体均需要面对的问题，一旦处理不当，传统媒体
将会陷入“万劫不复”，被新媒体完全取代。《媒介融合驱使下的新闻传播及其变革研究》(中国商业出版社)一书
由徐鹏、王慧、李轶合著，本书立足于媒介融合大背景，对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传媒进行了系统性研究，作者在本
书中着重分析了媒介融合对传统新闻传媒的影响，探讨了现代媒介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最后从我国媒体发展现状

出发分析了传统新闻媒体在媒介融合背景下转型和发展的可行路径，对当前新闻媒体转型和发展以及传统媒体的
创新和发展均具有启发价值。

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是发展的必然结果，新的媒体技术出现必然会对传统媒体产生冲击，就像网络媒体的普及
极大地压缩了传统纸媒的生存空间，媒介融合应用的出现必然对单一媒介产生冲击。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多媒
体联用的传媒理论和技术不断成熟，媒介融合已成为传媒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新闻媒体想

要在媒介融合时代更好地发挥好舆论引导功能、更好地服务广大群众，必须要顺应媒介融合趋势，及时做出改变、
顺应改变、适应改变，从而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为此，我们需要明确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媒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才能够明确在这种变化下新闻传媒应当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在本书中均能找到答案。该书有三个特点：

一是新闻传媒的多元化。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新闻传媒是把握在官方媒体手中，新闻传媒工作主要由
国家官方媒体或地方电台媒体负责，然而随着新媒体的普及，新闻传媒工作不再局限于官方媒体，民间媒体、自媒

体也能够承担部分新闻传媒工作，国民能够获取新闻媒体信息的渠道变多，新闻传媒形式更加多元化，不再是官方
媒体“一家独大”的局面，这种情况便利了群众获取新闻媒体信息，但对于传统媒体来说，这是一种激烈竞争，是“生
死危机”。在新闻传媒更加多元化的今天，传统新闻媒体想要长久地生存和发展下去，必须要作出调整和转型，以
原有的传媒平台为基础，打造自身特色的新闻传媒品牌是媒介融合背景下传统新闻媒体实现转型和发展的唯一选

择。二是新闻传媒形式多样化。纸媒时代，新闻传媒以报纸为主要载体，文字是最主要的传媒内容；电视广播时
代，新闻媒体以报纸、新闻广播、电台广播为主要载体，文字、音频、视频为最主要的传媒内容。媒介融合时代，新闻
传媒已无具体的内容形式限制，传媒内容更加多样，传媒内容可能是一段声音、一张图片、一段文字，也可能是文字
和图片的混合等，媒介融合打破了传媒内容形式上的限制，多样化的传媒内容形式为新闻传媒提供了更加多样的
传播渠道。传统新闻媒体想要在媒介融合时代实现发展必须要合理利用多样的传媒形式，实现高质量的新闻传
媒、大众喜闻乐见的新闻传媒，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愈加激烈的传媒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三是新闻传媒时效性
增强。

总之，媒介融合时代，信息传播打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也因此新闻传媒的实效性显著增强，上一秒发生的事
件下一秒就可能出现在媒体平台上，因此新闻传媒的时效性显著增强，甚至能够实现实时传媒。对于新闻媒体来
说，新闻的时效性就是生命，拿到“第一手资料”并在第一时间报道出来是新闻媒体在媒介融合时代新闻媒体能够
生存下去的关键所在。

(徐小曼，河北大学；刘春霞，邯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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