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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此时此刻，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因为这么多研究新媒体与网络传播的学者和业界的专家汇集在一起，
召开“2008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
我作为一个老年的新媒体传播的爱好者，在表示祝贺的同时，我想有必要为大家回顾一下我们年会所
走过的历程。
自1994年我们中国正式全面接入互联网，到2004年正好走过了10年。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为了适应新媒体迅猛发展的需要，全国研究新媒体的学者通过种种方式云集在一
起，交流心得，分享研究成果。
当时全国主要有两个学术平台，一个是“新媒体与传播革新论坛”，简称“新新论坛”，一个是“中
国网络传播学年会”。
2004年4月，我和当时的清华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熊澄宇教授在武汉和北京的中间城市郑州进行磋商，
鉴于新媒体对传播学学科的巨大影响，我们倡导我们两所都是以理工科为背景的学校，联合举办一个
“新媒体与传播革新论坛”，并商定这个会议以小规模、高层次为基本思路。
首届论坛由华中科技大学承办，论坛共收到论文82篇。
经过论文筛选，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济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民网、武汉电信局等30多家高校和信息传播机构的42位代表应邀参加论坛。
论坛的主题是“新媒介、新机遇、新挑战”。
论坛采用主题报告和专题演讲相结合的形式，参会嘉宾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各自畅谈对新媒介的独到
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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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论文部是国家重大课题成果的一部分，可以说，这本论文集是中国新媒体研究的
一厢窗口。
透过这个窗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在新媒体研究方面的多元性，以及在研究领域与
研究方法方面的不断拓展。
这本论文集也让我们感受到，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在新媒体领域方面的研究，正处在一个质的飞跃过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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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本研究从全球最大的博客网（新浪）中随机抽取了近两万个博客作者。
该样本的随机性质和较大规模，使我们有足够的信心认为其能够代表新浪博客网的总体行为特征。
通过对样本作者发表第一个帖子的日期的分析，我们发现新浪博客的扩散进程与经典的S一曲线有明
显差别。
具体说来，新博客的加盟速度在2005年10月至2007年2月之间高于S－曲线的预测（这一现象应该与同
期徐静蕾博客点击率超过一千万、博客版权归属和广告分成的争议等事件有关），而在此前后的各个
阶段均低于S－曲线的理论值。
我们知道，S－曲线是一个在各种创新扩散过程中被反复验证的普遍规律。
如果一个博客网的增长呈现S－曲线，不足为奇；相反，如果其明显背离S－曲线，反而值得引起注意
。
高明和有效的推广促销，能制造出短期的超常增长，但往往不能持久，高潮过后一切回归“自然”规
律（即S－曲线）。
当然，这一趋势是新浪博客独有，还是适用于其他博客网以及其他用户自创内容，有待我们继续研究
。
我们还通过分析作者发表最后一个帖子的日期，发现有四分之一左右（24％）的博客在最近三个月内
发表过帖子，另外一半左右（47％）一年之内没有任何新作，剩下四分之一多的（29％）属于休眠状
态，其进退前景尚难判断。
如何解读这一分布，自然涉及主观判断。
很显然，博客不是一个人人参与并持之以恒的大众运动。
所谓“Web2.0时代人人都是记者”的说法是过分高估了草根运动的规模及其可持续性。
但是，如果四分之一的博客能持续发帖，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社会运动。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现，中国内地的2.6亿网民中工亿拥有博客或私人空间。
我们也许可以据此推测，全球的2亿博客相当于5000万家业余或专业的“媒体”，而中国内地则有2500
万左右的活跃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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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今天的新媒体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的变化中，始终回荡着几个方面的主旋律：其
一是创新。
创新是媒体发展的永恒动力，在以Web2.0等为主要指征的新媒体时代，技术创新的特征是把人的关系
、人的需求作为更重要的指向，技术的目标是着力于激发人的能力，整合人的能力。
当新媒体的焦点从人与内容的关系演进为人与人的关系时，它的景观必然会发生质的变化。
新媒体自身的创新必然导致应用上的创新和研究上的创新。
这些创新实质上也是我们对一个不断形成中的新媒体世界的探索过程。
这个世界会变得多广阔，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探索有多深远。
其二是变革。
创新使得新媒体作为新的社会形态的意义进一步显现。
这个新的社会形态不是虚拟的，而是实际存在的，并且与现实世界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
。
这个社会虽然还遵循着人类社会固有的那些本质运行规律，但是，新技术也为社会运动带来了内在和
外在变化的可能。
无论是从外部评估这些社会变革的意义，还是从内部探询这些社会变革的动力要素，都是必要的。
其三是融合。
媒介融合与新媒体的发展既是交叉的，又不是完全同一的。
它们有各自的原始动力。
但是，其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走向也是相同的。
媒介融合的挑战既是针对传统媒体的，也是针对新媒体的。
对于新媒体的研究，如果不关注媒介融合这个背景，那就会是残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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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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