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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即訊息」理論 

「沒有一種媒介具有孤立的意義和存在，任何一種媒介只有在與其他
媒介的互動作用中，才能實現自己的意義和存在」。 

--馬歇爾·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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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融合是一種必然的趨勢！ 



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 

媒介融合是影響整個媒介系統的一種現象，通過媒介融合構建了傳播
過程中所涉及的各個環節，包括技術、專業、操作等方面的融合
（Erdal，2007）。 

綜合來說，媒介融合包涵技術融合、內容融合、渠道融合、組織結構
融合等涉及整個傳播過程的融合，實現內容生産過程中採集、分配及
資源的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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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媒體與功能角度定義媒介融合 

將媒介融合中的媒體類型進行了分類，並强調媒體之間操作、運營和
管理方面的融合，即「印刷的、音訊的、視頻的、互動性數位媒體組
織之間的戰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聯盟」。     
  --美國新聞學會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 Nachison 

 

「各種各樣的技術和媒介形式都在匯集到一起」，可以理解為不同媒
介在功能上互補，共用內容（黃旦，李暄，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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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戶爲中心的媒介融合 

媒介融合是基於用戶對媒介的使用，强調是用戶將媒介整合到一起
（詹金斯&杜永明，2012）。 

尤其是大數據技術的發展，可以針對用戶的行爲習慣進行定位追蹤，
與整個系統有效結合，在各個環節發揮作用，形成閉環系統，利用算
法，對用戶進行精準的、針對性的、個性化的服務。 

由此可見，基於不同用戶群體來决定媒介融合的形態，並進行專業化
和定制化的內容和服務，是另一種媒介融合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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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融合向産業融合方向發展 

融合是爲了適應産業增長而發生的産業邊界模糊（Greenstein & 
Khanna）。 

媒介融合是産業聯盟和合併、技術網絡平台和市場的融合（劉穎悟&汪
麗，2012）。 

媒體的基本商業模式也在發生變化，如音視頻點播服務(如iTunes) 作為
用戶訂閱的平台，都使得媒體在數碼時代變得更加具有可分享性和個
性化（Freeman，2017）。 

大數據時代，媒介融合已經不再局限於媒體與媒體之間的融合，而延
伸至內容和服務的生産模式、運營模式與管理模式方面的融合。 

從內容採寫編製作、發布、直至傳播效果的監測回饋的每一個環節均
可進行系統化融合，應用互聯網、大數據技術、人工智能、雲計算技
術等實現資源及業務的統一管理，趨於工具化與服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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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融合的創新實踐：三化 

從近兩年的媒介融合實踐來看，融合影響整個媒介系統，主要從後端
內容生産運營到終端服務兩個維度，以用戶爲中心，以産品和服務爲
導向，來决定未來的媒介形態，主要體現在渠道平台化、內容定制化
及終端服務優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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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平台化、內容定制化、終端服務優質化 



1、渠道平台化 

渠道平台化指內容生産和運營管理平台化，以「中央厨房」作爲融媒
體中心進行中央調控，實現多媒體渠道的平台化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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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TV-網絡與電視融合=視頻平台 人民日報"中央厨房" 

一次採集、
多元生成、
多渠道传播 

中央廚房：要如何統一設計此時期的宣傳報道方案才能達到最好的傳播效果？用H5頁面還是製作小游戲？
報社的哪些記者正在采訪一綫，他們掌握了哪些素材？這些素材應該發布在報紙上、微博上、還是視頻直播
上？有哪些外國媒體在關注中國的大事又做了何種評價？網民對此又有何反饋？如何正確引導輿論？ 
子媒體平台內容同質化、與現行管理結構模式衝突 



1、渠道平台化 
 浙江廣播電視集團的「中國藍雲」雲平台，綜合中央厨房的調控機制，結合大數據、雲計算、
人工智能等技術，是「一個符合媒體融合發展的支撑平台，一個高效的生産、辦公的統一平台，
一個基於大數據分析的輔助决策平台，一個面向服務的媒體運營平台」（袁克東，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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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內容定制化 

社交媒體如微信、微博、Facebook、Twitter等，將用戶連接聚合起來，
通過分析用戶行爲，如點擊率、瀏覽量，包括評論或發布的資訊內容，
爲媒介融合提供內容參考。 

基於大數據技術和智能算法，將用戶作爲內容生産的一部分，實現定
制化內容生産和服務。 
 NetFlix 

今日頭條 

微信公眾號 

自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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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端服務優質化 

 在內容生產的基礎上，通過連接特定服務實現增值。實現
線上與線下的聯通和增值轉化。 

 浙報集團以社區服務爲中心，提供多方位養老配套服務和
相關産業以及教育培訓等業務，融合內容産業、遊戲産業
和商業服務産業，實現「內容+服務」的産業融合。 

 英國《衛報》基於對新聞質量和新聞價值的重視，通過會
員制運營模式，著重於調查報道，並與其他國家的媒體合
作，以新聞付費的方式優化新聞內容的終端服務。 

 《衛報》以每周電子報，每周「新聞幕後」系列、與專欄
作家問答、會員電話「call-in」的「podcast」問答等，
通過與用戶之間的互動增加用戶粘性，這種會員、訂閱、
發行和捐款的運營模式，使得《衛報》的讀者營收於2017
年10月正式超過廣告收入（Schmidt ，2017； Che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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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如何論述“媒介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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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大數據網絡挖掘技術及在線內容分析法

(Content Analysis) 

使用博易DiVoMiner數據挖掘工具採集並分析兩

岸四地新聞媒體及社交媒體關於媒介融合的報道

及討論情况。 

從媒體觀察當前媒體對於媒介融合的關注焦點，

結合前述案例及文獻的內容，以探索媒介融合的

未來發展趨勢。 

博易網絡大數據挖掘平台 



研究數據來源：含四地、跨五年 

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11月24日 

大陸、台灣、香港和澳門傳統媒體的網上新聞、Facebook、論壇 

與媒體有關的數據為26,372,444條 

與媒介融合有關的數據有56,955條 

15 

26,372,444條 

56,955條 
大陸：38,517篇 

台灣：12,555篇 

香港：5,191篇 

澳門：69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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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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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關鍵詞爲「媒體」、「新聞」、「發展」、「傳播」、 「傳統」、 「創新」、「中國」、
「工作」、「記者」、「重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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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案例及文獻分析發現，當前媒體著力於將新聞生産及傳播模塊進行平
台化建構，利用新媒體的技術及優勢，在媒介內部及不同媒介形態中
做融合。 

媒體致力於轉變觀念，將「受衆」、「聽衆」和「讀者」視角轉變爲
「用戶」視角，以提供優質服務體驗的方式來增加競爭力。 

大數據分析媒體論述發現，整體上是關注新聞媒體發展，兩岸四地都
以媒介融合論述為主；在技術方面，兩岸四地均關注多元化、大數據
及社交化趨勢，這是當前媒體關注的技術應用重點及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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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發展及建議： 
一個中心、兩種導向、三化形態、四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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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平台化 

內容定制化 

終端服務優質化 
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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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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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媒介融合爲中心的數據閉環雲平台 

以用戶或會員爲核心，結合大數據及人工智能技術而構成的數據閉環雲平台

形態。這就涉及到用戶（客戶）關係管理平台和大數據運算中心，需要不斷

爲媒介系統提供數據和反饋，這個反饋數據又可持續爲用戶構建特徵和畫像。 

整個閉環系統將內容生産、傳播與媒介經營、管理以基於用戶爲核心的數據

聯通起來。 

在全媒體（融合各種媒體）數據的採集系統中，對數據進行結構化處理，分

析熱點排名和輿論趨勢，為內容生產提供素材和線索。 

針對數據中的話題、熱度、影響力指標的挖掘，選題的確定過程實現控管中

心的智能化管理，直至全媒體的內容分類、審核、分布和製作過程均爲自動

化生産。 

全媒體管道的發放、運營和管理是基於大數據運算中心和用戶關係管理平台

所實施的定制化精準內容投放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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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媒介融合爲中心的數據閉環雲平台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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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易研/博易數據團隊設計 



輕量級的數據閉環系統 

在資源條件和技術條件有限的情况下，媒介融合可以藉由輕量級的數
據閉環系統進行，其核心及精神仍是基於用戶群體和數據形成的從內
容生産到投放的系統。 

這種模式可藉社交平台例如微信公眾賬號或Facebook粉絲專頁為媒體
與用戶間的橋樑，根據實時信息反饋進行數據挖掘，雖然不是海量的
大數據系統，但仍可以對用戶進行分類，並提供內容引流的方法。 

以系統推薦內容的形式，根據用戶特徵進行精準智能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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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量級數據閉環系統運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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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張榮顯（2014）。<微數據、微創新——從媒介內容到關係管理的新機制>。專題演
講。新媒體發展與創新國際論壇。廣州華南理工大學。2014月11月15日。 

註：© 易研/博易數據團隊設計 



兩岸四地媒體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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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融合是一種必然的趨勢！ 



謝謝大家！歡迎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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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us@e-research-lab.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