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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内第一本报业“全媒体”转型研究专著，剖析传统新闻业突围的“中国式逻辑”。
展开全国性“全媒体”典范的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记录中国报业融合变革的首个五年进程
（2006-2011）。
呈现五种全媒体模式的探索历程、经验反思、融合效果及“行业标准”参照，洞见未来十年行动的趋
势与规则。
构建从“联结度”到“嵌入性”的媒体融合度测量指标体系。
基于本土化实践语境来创新媒体融合理论，提出“关系为王”的融合模式诠释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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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麦尚文，广东湛江人，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媒体融合方向），现任教于暨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新闻业务教研室主任，兼舆情研究中心副主任。

学术上主攻传统新闻业转型、融合新闻学、舆情传播等领域。
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关系视角下的全媒体新闻模式研究”、网易科研基金重点项
目“社会嵌入与新媒体生产变革”；参与撰写《广东省数字出版发展战略与发展模式年度报告》。
已在《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等CSSCI期刊发表论文逾2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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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全媒体作为解密融合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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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理论价值：关系范式下的全媒体融合理论建构
　　二、实践意义：全媒体融合的一种行业标准参照
　第六节 “全媒体”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诠释
第二章 全媒体：融合新闻业的一种新思维
　第一节 全媒体概念生成与身份界定
　　一、全媒体概念生成语境：技术革命推动报业身份转型
　　二、争辩全媒体：三种思维的碰撞与兼容
　　三、本研究对全媒体的界定：报业转型的结构融合模式
　第二节 作为融合新闻业的新思维
　　一、战略观念转换：从传统以“纸”为核到“跨界”融合考量
　　二、“融合”理念升级：从报网互动到“融合2．0”思维模式
　　三、生产规范再造：从“版面导向”到“全界面”聚合生产
　第三节 报业全媒体转型的多重逻辑
　　一、市场逻辑：变革商业模式实现报业价值的增量
　　二、新闻逻辑：捍卫专业化新闻生产及职业属性的社会意义
　　三、政治逻辑：建构作为国家能力的现代传播体系
第三章 重塑新闻：全媒体新闻的“关系”诠释
　第一节 新闻嬗变：全媒体塑造的新闻面相
　　一、谁决定新闻：新闻定义的多样性与社会化
　　二、全媒体新闻的三重面相：“私人化、移动性与全景式”
　第二节 “关系即信息”：全媒体新闻本质的一种诠释
　　一、全媒体新闻的结构性特征
　　二、从“内容信息”到“关系信息”的逻辑转换
　　三、“关系即信息”：全媒体新闻本质的三个维度
　第三节 编织“关系”：“下一代新闻”与媒体再造
　　一、“新闻3．0”：从全媒体新闻到下一代融合新闻
　　二、再造媒体：传统媒体转向新吉捅诅料
第四章 “关系”裂变：全媒体态局的结构模型
　第一节 尴尬的报网互动：融合新闻业的初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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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系”十年：我国报网互动发展简史
　　二、融合的基点：报网互动对“2．0新闻业”的意义
　　三、身份焦虑：报网互动的双重困境
　　四、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滚动新闻部”：一个过渡性机制的双面意义
　第二节 重组“关系”：报业全媒体布局的五种模式
　　一、“报网双核”模式：人民日报社的全媒体融合路径
　　二、“终端”模式：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全媒体价值追求
　　三、“全线”模式：南都报系全媒体集群战略构想
　　四、“小型通讯社”模式：烟台日报传媒集团全媒体的整体转型
　　五、“网络门户”模式：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的单边行动
　第三节 发现“边界”：全媒体融合的战略选择与布局规则
　　一、全媒体模式的战略适用性
　　二、全媒体布局的结构缺陷
　　三、全媒体“融合边界”的三个理论维度
　　四、全媒体战略的核心思想与布局规则
第五章 再造流程：坌媒体新闻生产的路径与模式
　第一节 生产链重构：全媒体新闻生产的四种模式
　　一、“多中心制”模式：以平台为主导的“全流程”协作模式
　　二、“双轮”编辑部模式：报网两条生产链的对等协作
　　三、“同轴捆缆”模式：终端导向的“重定向”制作流程
　　四、“扇形”模式：基于中央内容枢纽的“多层开发”与制作
　第二节 重拟规范：全媒体新闻流程模式的行业标准
　　一、生产流程的理想模型与现实选择
　　二、全媒体流程再造的三大定律
第六章 开放性“协商”：全媒体新闻生产的协作机制
　第一节 结构性制约：全媒体新闻生产机制的现实问题
　　一、媒介场的封闭性：制约用户观与社会化生产
　　二、协作链的断裂：媒体链接与角色分工的失序
　　三、观念场的抗争：融合认同与实践思维形成矛盾
　第二节 权力的扁平化：全媒体新闻生产的协商机制
　　一、编辑部权力场的调整：多中心与扁平化
　　二、有价协商模式：作为“交易品”的内容产品
　　三、“爵士乐队”模式：全媒体报道团队的最优结构
　第三节 新闻的“孔多塞陪审团定理”：全媒体生产的社会化机制
　　一、“集市模式”与“教堂模式”
　　二、破除“信息茧房”：社群媒体的聚合模式
　第四节 “开放性”协商：建构全媒体新闻生产协作体系的规则
　　一、协作体系的内容构成
　　二、开放式生产的两个规则
第七章 “身份焦虑”：全媒体的角色认同与观念转型
　第一节 “组群间偏见”：全媒体转型中的身份冲突
　　一、“全能模式”与角色的单一性
　　二、跨介质壁垒制造“身份偏见”
　　三、技术与新闻的结构性背离
　第二节 多重的身份：全媒体职业角色的转型路向
　　一、以平台为中心的角色扩散模式
　　二、作为“信息优化师”的社会角色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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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价值的迷思”：全媒体结构下的新闻观念与职业取向
　　一、全媒体新闻观念体系的基本面
　　二、全媒体“职业共同体”认同与建构
第八章 “关系为王”：全媒体融合模式的理论建构
　第一节 “内容处优”：全媒体优质内容银行体系的构想
　　一、内容观的再诠释
　　二、全媒体内容银行体系的三种结构
　第二节 “平台先行”：对全媒体融合边界与身份的再考量
　　一、平台化趋势对媒介融合的意义
　　二、平台于全媒体的身份适用性考量
　第三节 “关系为王”：全媒体模式的嵌入理论解释
　　一、“关系”范式与融合理论建构
　　二、全媒体“关系为王”的理论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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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时下“全媒体”已成为我国传媒业转型的热门话题，可是由于缺乏经验，误区较多，融合效果并
不理想，加大这方面的研究非常紧迫。
麦尚文抓住这一命题，对全媒体的概念体系、实践模式与发展逻辑等进行了详实而系统的创新研究。
作者调研扎实，见解深刻，业界和学界能从这本书中找到释疑解惑的“钥匙”。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范以锦　　　　作者将中西方媒介融合的
研究发现与本国报业转型的现实问题有机结合，获得了具有创新价值的本土化研究成果。
作者对中国式融合路径作了多维度考察，提出“关系为王’、“融合边界”、“嵌入度”融合指标等
论点，为“融合新闻”理论注入更多元素，理论创新堪称亮点，相信这部专著对我国传统新闻业转型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蔡雯　　　　敌人还是情人？
嫁接还是改嫁？
对所有新闻从业者和研究者来说，新媒体全媒体融媒体的话题绕不过说不尽。
是的，．在社会对话系统的关系节点上，传媒试图重新定位：在社会变革体系的关键节点上，传媒梦
想脱胎换骨。
行业与行规，价值与价值观，问题有了答案却不再确定。
这本书吸引人之处，在于对中国传统新闻业的穿透与穿越，更在于对全媒体十年行动的洞察与洞见。
　　——南方网总编辑、南方都市报总编辑曹轲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全媒体融合模式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