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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新时期以来，伴随着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的繁荣昌盛，以及网络等新媒介的勃兴和传播新技
术的扩散，我国社会正在急剧地向媒介化社会转型。
社会的媒介化趋势持续建构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社会子系统，从而不断推进着中国社会的
阶层分化与结构化，并迅速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文化创造及跨文化传播的交流方式。
如何理解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的关联，认识媒介化社会的本质，寻求中国在媒介化社会的发展动力
；如何解决媒介化社会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进程
，理应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因此，在2005年年初，武汉大学的“985”工程二期建设项目创设了“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创新基地
”，并设置了“新闻传媒与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系列课题，在宏阔的学术视野上，开始致力于新闻传
媒与媒介化社会这一重大课题的艰辛探究。
现在推出的《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关系研究书系》便是这一课题研究的初步成果。
本书系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研究维度上，探索新闻媒介与社会改革的互动是如何推进中国社会向媒
介化社会转型，以及新闻传媒又是如何形塑当代中国社会的结构及其要素的。
其中，《中国社会转型下的传媒环境与传媒发展》一书集中于揭示在中国社会与传媒双重转型的过程
中，社会转型与传媒转型之间的互动互构，从而形塑中国媒介化社会的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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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今世界，传统的报纸媒介面临着新媒介的巨大挑战，报业的数字化生存和转型，是世界报业发
展共同面临的挑战，也是传媒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
《报业数字化生存与转型研究：基于产业发展的视角》以数字技术的背景为起点，重点考量了数字化
背景下报业生存形态和产业形态的问题，并将聚焦点放在中国报业数字化目前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上。
书中提出了报业数字化具体生存形态的设想，深入剖析手机报、报纸网络版、网络视频等报网终端融
合的数字化生存形态，并指出报业网络化生存的终极形态应当是数据库，报业应实施基于个性化、特
色化、专业化的内容生产和数据库生存。
报业数字化生存形态的变迁必将带来产业形态的变迁，传统报业的产业组织、产业价值量、以及盈利
模式都将被重构。
与此同时，报业数字化转型也将成为报业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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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与前期的报纸网络版相比，数字报纸的实践更加注重通过数字技术实现对纸质报媒特征的张大
和劣势的克服。
数字报纸阶段，报媒已由最初对网络和数字技术的被动适应转向主动使用。
在此趋势下，报业集团内部的各种资源也发生了数字化的升级和改造。
·一是技术平台逐步统一。
集团内逐步建立所有类型和系列的新闻产品（含纸质、网络和数字）的统一编辑技术平台，加快信息
处理速度，实现信息共享，并为满足后续的应用和运作提供基础。
·二是数据标准的统一，即需要格式化，没有格式化的文本、图像，也是不能通用的。
通过统一标准，消除系统与系统之间和隔阂，实现信息的共建、共享和资源集成。
然而，检视数字报纸可以看到，其发展现状与发展方向都存在着明显缺陷。
“数字化”集中体现在对终端的开发与改造，内容构成和传播理念仍未跳出传统报纸生产运作的局限
，试图通过技术手段使新型终端能实现对消费者传统的阅读习惯的迎合，而不是提供符合“数字化”
时代要求的新的阅读体验。
事物的生存、发展都与其生存环境息息相关。
生存环境的改变必然引起事物生存状况的适应性调整和改变。
从过去到现在，随着市场环境和传播环境的变迁，报纸的内容结构、印刷方式和发行手段都曾多次发
生变化。
在数字与网络传播背景下，“报纸”也必然因为网络媒体的特质发生转型。
对报纸网络生存未来的讨论需打破“纸质报媒”时代形成的固有观念和刻板印象，重新审视“报纸”
的概念与内涵。
尽管我们尚无法判断数字报纸将以何种方式呈现，但可以肯定的是，只有适应数字传播规律、发挥数
字技术特征的数字报纸形式才是具有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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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近年，业界盛行一种说法：“搞数字化找死，不搞数字化等死。
”数字技术对于报业乃至整个传媒领域来说，不仅是技术转型的问题，更是生存形态、传播形态与产
业形态的整体转型。
“不搞数字化等死”的说法，太正确不过了。
“搞数字化找死”的说法，道尽报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重重艰难与困扰，只是未免失之偏颇，而过
于骇人听闻。
数字化，是全球传媒领域共同面临的问题，报业遭遇最早，问题也更为突出。
报业遭遇数字化的生存危机，最早发生于西方发达国家，接着是我国港台地区，大陆报业尽管有体制
的强力支撑，也终于未能幸免。
面临数字化的挑战，报业何去何从？
纸质报媒的衰落是无可避免的了，但衰落不等于死亡，也许是一种“涅架”，纸质报媒的精英回归，
未尝不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与自然趋向。
数字化与网络化生存，却是未来传媒的一种基本生存形态。
新的生存形态，必须建立起一种新的运作机制、新的赢利模式。
不能建立起新的赢利模式，就很难维持生存。
而这正是当下报业数字化转型过程遭遇的最大困境。
我们也在认真思考着、探究着，并试图通过我们的思考与探索，于问题的解决有所贡献。
这是“985项目”的系列成果之一，这是一项集体研究成果。
论著的整体构想与框架由我建立，然后由本项目研究团队分项研究与分章撰写，具体分工如下：第一
章姜帆，第二章余晓莉，第三章刘琴，第四章李明，第五章耿蕊，第六章王润珏，第七章朱亚，第八
章门书均，第九章黄迎新，第十章刘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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