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INWENAIHAOZHE （2014·1）

从人类传播发展的历程不难看出， 传播媒介从

低端向高端的改变恰好符合人类日益增强的对信息

的需求， 下一个时代对信息的传播速度及信息总量

的传播总是比前一个时代更快更便捷。 这一切的变

化归功于科技的进步， 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介最

重要的方面， 并不是根植于与文化内容有关的各种

问题，而是在于传播的技术。 ”［1］传播技术的革新，特

别是网络信息技术的进步使信息的传播速度无疑又

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依托网络出现的私媒体，则

是信息时代的既得利益者， 其传播特性更符合人们

对信息更快更多更便捷的追求。
一、私媒体的概念及发展状况

所谓私媒体，也称自媒体，百度百科中对其定义

为“随着网络的发展，一些新兴的媒体逐渐显现出影

响力。 ……比如博客、微博等。 他们（它们）具有纸质

媒体无法比拟的及时性和透明性， 同时也提升了网

友积极参与公共事件的讨论热情”。 ［2］该定义主要从

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层面来解读。 而笔者认为维基百

科的定义则更贴字面概念， 其定义为：“互联网时代

的网络术语，指在网络技术，特别是在 Web2.0 环境

下，由 于 博 客、微 博、共 享 协 作 平 台、社 交 网 络 的 兴

起，使每个人都具有媒体、传媒的功能。 ”［3］该定义具

体指明了私媒体所包含的形式和功能。 综合上述定

义，笔者认为私媒体具备以下特征：1.私媒体的产生

必须依赖于网络，不管是通信网络还是计算机网络，
还是二者结合；2.相对于传统媒体来说，作为新兴的

媒体类型，具有较强的传播信息功能，在公开、平等

交流的过程中、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力；3.平台

的私有化。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从最初的博客到各大 SNS

网站的兴起再到如今微博的盛行风靡， 私媒体的发

展逐步显现出其对时代的影响力。 当然，在中国，前

期博客为大部分名人提供了表达个人情感观念的窗

口，在点击率上往往占有绝对的优势。 而随着微博的

问世，普通民众对信息传播的话语权越发凸显，随时

随地通过微博记录身边所发生的事， 特别是对身边

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而言， 由于微博的即时性及裂变

式传播，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将信息传遍全球。 而各

大 SNS 网站也纷纷效仿微博，进行相应改良，以达到

信息快速传播的目的。 所以现在形成了以微博为首

的私媒体传播平台，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
人人都可以依靠网络平台提供的个人窗口发布私人

或者公共的信息及评论， 并逐渐在社会中显示出非

凡的影响力。 相对于早期的私媒体博客而言，微博信

息传递的方式与速度更加适应了信息资讯更快的要

求，这也是时下微博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也使得微

博成为私媒体中的佼佼者， 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

私媒体未来的发展方向。 下面笔者就以微博为例来

说明私媒体对社会的影响。
近两三年来，国内门户网站先后进军微博，根据

四家门户网站声称的数据， 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用

户已各超 3 亿，搜狐微博和网易微博用户分别将近 1
亿。 与此同时，人民网、凤凰网、开心网、豆瓣网、天涯

网、 人人网等不甘于后相继开设微博以争夺信息市

场。
现如今私媒体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而高

速发展并扩大影响， 有人曾经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来说明其影响力，“当你的粉丝超过 100 人的时候，
你就好像是本内刊；超过 1000，你就是个布告栏；超

过 10000，你就好像是本杂志；超过 10 万，你就是一

份都市报；超过 100 万，你就是一份全国性报纸；超

过 1000 万，你就是电视台，超过 1 亿，你就是 CCTV

浅议传播学视域中的私媒体
□张素华 易崇英

【摘要】私媒体的发展对传统媒体产生了强烈的冲击，逐渐改变了过去传统媒体独霸天
下的传播环境，其根植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土壤，具有明显的网络时代特征。通过从传播学角
度对私媒体的兴起与发展、传播特性和传播中遇到的问题及对策进行分析，试图为私媒体
的健康合理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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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4］这虽然是比喻但丝毫不显夸张，粉丝的数量直

接关乎一个微博的影响力， 影响力进而会带来更多

的利益。 在微博层面上讲，粉丝数量相当于电视台的

收视率，而这种收视率只会逐渐提高，有收视保证，
而电视台则没有这么稳定的收视率增长。 从这个角

度而言，私媒体比传统媒体的盈利模式更为稳健。 目

前大量的广告商也将目光投向私媒体平台， 按照粉

丝数量的多寡在私媒体上做广告， 广告费则由私媒

体的粉丝数量决定。 微博的出现，则真正标志着私媒

体时代的到来。 私媒体不仅能产生与传统媒体一样

的社会影响力， 而且各私媒体用户还能通过卖广告

自谋收益。 随着私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影响的扩

大， 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已不像以前那样依赖传统

媒体，私媒体的发展前景越来越广阔。 私媒体随着微

博的迅猛发展已初露锋芒，其传播特性又如何呢？
二、私媒体的传播特性

传播用户的全民性、个人化。 尼葛洛庞帝在《数

字化生存》 中说：“后信息时代的根本特征是真正的

个人化”，“个人不再被埋没在普遍性中，或作为人口

统计学中的一个子集， 网络空间的发展所寻求的是

给普通人以表达自己需要和希望的机会。 ”[5]不论你

身处高位，还是置于市井，网络都会为你提供一个发

布个人信息和意见的平台，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拥

有大量的表达窗口。 在网络上全民可以发声的方式

极大地降低了信息发布的门槛， 形成了人人都能发

声、人人都可以被关注的传播模式。 无论是私媒体用

户还是其跟随用户都既是传者也是受者， 传者与受

者之间已没有明确的界限，地位趋向平等。 这样在体

现了民主的同时， 更能听到大多数人更为真实的声

音。 私媒体的出现消解了普罗大众与社会精英创作

上的鸿沟，140 个字（微博）或 240 个字（人人网）的随

意写作让全民都拥有了传播的权利。 与传统媒体高

高在上的传播模式相比，私媒体更为平民化、更为随

性，更符合全民的表达欲。
传播的即时性。 对新闻而言，在真实的基础上信

息发布得越快越具有新闻价值。 私媒体的出现在新

闻传播的时效性上已占得先机，由于其便捷性、全民

参与性等特点，其传播速度的优势尽显。 2008 年的汶

川大地震，最先发布消息的是微博，信息在极短的时

间内传遍全球。 2009 年迈克尔·杰克逊的死讯也是由

市民利用自己的私媒体 Twitter 将其发布的， 随即全

球的大批粉丝在网络上对其进行哀悼。 而在 2010 年

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害中，19 岁的男孩王凯第一时间

在微博上呈现灾情，被媒体称为“一个人的通讯社”。
就这些新闻事件报道的时效性来说， 传统媒体几乎

无还手之力， 随时随地发布新闻信息成为私媒体天

然独特的优势， 特别是对私媒体的典型代表微博而

言。
传播的非权威性、可信度低。 一般来说，私媒体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情感倾诉的垃圾站， 与粉丝们

分享一些意义不大无病呻吟的心情或私事，传播力

度相当有限。 因主观情绪掺杂过多而相应失去客观

公正性， 事件的可信性则不像传统媒体那样权威。
如今网络谣言盛行，信息受众对私媒体所发布的信

息多半将信将疑，需要权威媒体以正视听。 私媒体

的随意性、主观性导致了其在信息传播上的非权威

性，信息的可信度相对较低。 虽然微博等私媒体为

了 增 强 信 用 度，采 用 了 相 关 认 证 机 制，但 还 是 有 很

多私媒体用户缺乏自律而进行不实信息传播，比如

著 名 经 济 学 家 邹 恒 甫 通 过 微 博 对 其 曾 工 作 过 的 北

大进行恶意诽谤而引发网络热议。 除此之外，私媒

体 追 求 快 速 传 递， 很 多 信 息 在 发 送 过 程 中 未 经 加

工，文 字 内 容 松 散，不 能 清 晰 有 效 地 向 受 众 传 达 事

件 信 息，这 也 是 其 传 播 的 非 权 威 性、可 信 度 低 的 原

因之一。
传播的局限性。 私媒体用户传播内容的主观性

和随意性也导致了传播的局限性。 以微博为例，虽

然 其 用 户 可 自 由 设 定 关 注 对 象， 但 正 是 这 种 自 由

性、主 观 性，根 据 个 人 的 喜 好 而 设 定 的 关 注 对 象 无

形中却对信息的接收者进行了过滤与排查，而自己

发布的信息相应也在关注自己的用户中传播，这种

由于自我选择形成组织，使得信息的传播多数情况

限于所在群体或组织中。 因此，私媒体用户关注点

的差异使组织之间形成交流壁垒，从而使信息的传

播广度受限。 除微博以外的私媒体，比如人人网、开

心网的用户，在加好友的时候则需要双方同意才可

完 成 关 注，相 对 来 说，信 息 传 播 的 局 限 性 较 微 博 更

大。
传播媒介的移动化、多样化。 私媒体的传播介质

除了相关的网页外，随着 iPad 的出现、手机的普及、
手机智能化的转变、3G 手机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善了

私媒体的发布平台， 而且更加强了私媒体传播的便

捷性与随意性。 人们可以通过手机随时随地发布信

息，不受时间、地点等因素限制，而且私媒体短小精

悍的编发风格恰好与手机的传播特点相吻合。 手机

与私媒体用户时刻绑定在一起,从而更加剧了网络世

界的信息膨胀。 因而，手机作为私媒体的传播介质优

势越来越明显。
传播的交互性。 私媒体在传播过程中充分体现

了互动性、能动性、多向性。 私媒体发布平台中设有

新 兴 媒 体

69



XINWENAIHAOZHE （2014·1）

评论和转发或分享功能， 粉丝或好友可以任意对其

发布的信息进行评论、给其发私信，私媒体拥有者也

可进行即时回复，这大大加强了信息传播的互动性。
不仅如此， 私媒体用户还可以通过平台所提供的 @
功能(用户名前加上 @ 符号起到消息提醒的功能)进
行点对点互动交流， 充分体现了私媒体传播的能动

性。 私媒体的转发功能更加强化了信息传播的多向

性，信息不仅可以在受者中传播，而且通过转发功能

能将信息在受者的受者中传播， 以此形成裂变式信

息传播模式， 而且所有用户都拥有对你所发布信息

的评论权利，除非你有意设置权限。
传播的主动性、自发性。 私媒体传播的主动性如

果从信息源的发布层面来讲， 则取决于私媒体用户

对信息分享的主观愿望。 同样一个事件，有人愿意通

过私媒体进行传播，而有的人则未必，这取决于个人

的性格与信息传播的意识。 如果从转发及分享的自

发性和评论功能的自发性来讲，“传播学之父施拉姆

有一个关于‘自助餐厅’的比喻：受众参与传播，犹如

在自助餐厅就餐， 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口味及食欲

来挑选饭菜， 而媒介所传播的林林总总的信息就好

比是自助餐厅里五花八门的饭菜。 在这个餐厅里，主

角是各取所需的受众，媒介只是为受众服务，尽量提

供可以让他们满意的饭菜也就是信息， 至于受众爱

吃什么及吃多少，媒介是不能强迫的。 ”［6］在私媒体

中，就如同在自助餐厅，没有关系限制，没有人能强

制别人看什么，各人的内容由各人自己订制，用户自

由选择自己所喜欢的内容及关注者， 自由选择想要

转发或评论的信息。 而那些有价值、有趣的或是时效

性较强的信息往往是转发的主要对象， 这凸显了私

媒体用户具有自发传播的特性。
传播内容的多样性、兼容性。 随着数字技术与网

络技术的发展，媒介的融合已是大势所趋。 而私媒体

也不例外，从其发布的内容上看，除了文字表述外，
还有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信息格式来传播信息。
多元化的信息承载体的融合， 更好地结合了传统媒

体的信息样式， 将所有形式在私媒体平台上共冶一

炉，顺应了信息时代的发展要求。
三、私媒体在传播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对策

私媒体作为新兴的媒体形式， 在其发展进程中

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空洞无意义的信

息泛滥，重复信息过多，而真正有价值有社会意义的

信息则乏善可陈。 由于其传播信息快、碎的特点，导

致了相关信息琐碎、前后逻辑性欠缺等问题，影响了

信息的可信度。 其次，私媒体由于还处于兴起阶段，
其监管机制和监管力度还不够完善， 从而成了谣言

的温床，使得信息真假难辨，有时候甚至成了不法分

子违法犯罪的工具，不利于国家稳定团结、人民安居

乐业。 再次，随着私媒体的迅猛发展，言论自由空前

繁荣，从而使得舆论导向混乱，无故谩骂、泄愤剧增，
甚至产生网络暴力。 比如对赵文卓与甄子丹之争，舒

淇引火烧身，在网友的谩骂下不堪压力关掉微博。 针

对上述问题， 我们应该采取以下措施避免这样的事

情发生：
提高私媒体用户的新闻意识。 将个人的私事及

情感倾诉置于其次，多关注周边发生的有意义、有新

闻价值的事情，这样才能扩大影响力。 将目光从家长

里短转向对公共事件的关注， 这也是私媒体未来发

展的重要方向。
提高私媒体用户的素养，从而提高其自律性。 虽

然私媒体作为个人平台有其言论自由， 但我们可以

提高私媒体用户的人文素养、 媒介素养及道德法制

观念，让他们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传播违法犯

罪信息，提高对信息的甄别能力，减少对谣言及有害

信息的传播。
加大网络监管力度。 面对私媒体用户的急剧增

长，仅仅寄希望于用户的自律是远远不够的，所以，
提供私媒体平台的网站要勇于承担 “把关人” 的责

任，维护健康的信息传播秩序。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私媒体作为新生的事物，法

律对其产生不良影响的惩治带有明显的滞后性，面

临的问题与情况也是前所未有的， 新问题在其发展

过程中还会不断涌现， 因此， 国家相关部门应当有

效、及时应对新出现的问题，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只有在规范和完善的法律法规中， 私媒体才能得以

健康蓬勃发展。
通过对私媒体传播特性的研究， 以及其在信息

传播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潜力，我们有理由相信，传统

媒体的影响力终将被私媒体所取代， 随着信息技术

的不断完善及各领域的不断融合，资讯的膨胀、信息

化社会的到来，人们对信息的渴求越发强烈，社会发

展的节奏越来越快，私媒体时代已悄然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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