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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旧媒体发展现状
1.1新媒体时代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彻底改变了媒体传播范围、传播方式

以及传播渠道，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新媒体时代的
到来，让每一个受众变成了用户，进一步消解了传播者和接受
者之间的界限，甚至让非专业、无组织的受众成为了新媒体内
容的主要生产者。从传播内容上来看，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让
更多亚文化、草根性的内容进一步走到台前，以前众多不被关
注的内容得以在当下的媒介环境中“被看见”。

1.2创新与变革
多元化的新兴媒体，吸引了众多受众的眼球，也对传统媒

体的持续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在传统媒体为王的时代，有组
织的传播机构在传播中牢牢占据主导的地位，无论是从传播内
容、传播渠道和传播效果上看，把关人的功能和议程设置功能
在传统媒体时代也展现的比较充分。当下，传统媒体也开始借
力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在新媒体时代扩展自己的发展路径。

2　辽沈地区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发展特征
2.1辽沈地区新媒体的优势及劣势
从全国来看，新媒体平台及新媒体产品的接触率和使用率已

经达到了较高的触及率。立足辽沈地区，各新媒体平台及新媒体内
容产品也百花齐放，无论是各大直播平台还是短视频平台，东北的
内容创作者和用户都是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这些立足于辽宁地区
用户的本地新媒体平台，其讨论的话题多集中在本地衣食住行等日
常生活方面，相对于全国性甚至全世界性的新媒体平台，存在信息
覆盖少、影响规模小、形式单一、潜在舆论安全隐患等多方面问题。
但是这些媒体平台却有着辽宁地区用户这一精准的服务与受众群
体，区域特色明显、反映地区用户需求精确，可以有效帮助辽宁本
地政府、企业，在舆情监测、广告投放等方面提升服务能力。

2.2传统媒体的优势及劣势
传统媒体的信息生产流程较为复杂，跟新媒体相比需要更长的

制作时间；在传播中，和受众的互动以及受众的反馈都无法做到实时
进行，不符合新媒体环境下用户的需要；传统媒体在内容的制作和生
产上有不适合新媒体用户需求的情况存在，以上这些问题都是传统媒
体用户流失的原因。但是，传统媒体因其在新闻制作上的丰富经验和
对新闻客观性、真实性的坚守，在提供更准确、更全面信息等方面具
备无可比拟的优势，从辽沈地区传统媒体的发展角度分析，虽然传统
媒体都在尝试各种新媒体产品形态，但是对在新闻领域的优势都在继
续保持，继续为辽沈地区的受众提供本地的新闻信息，在事实不清的
情况下，用户也更倾向于相信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

3　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重塑--以辽沈晚地区媒体发展为例
3.1对传播角色的重塑
新媒体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对用户的偏好进行掌握，从而提供

更受众各自更感兴趣的内容这一点，让我们看到了在现在的媒介
环境中，受众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传统媒体也在试图转变
长期存在的精英传播的理念，以受众为目标去设计内容，用受众
细分、受众研究的理念指导媒介生产，转变传统媒体对受众较
为被动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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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对传播内容价值取向的重塑
传统媒体时代，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传达和重大、严肃且有

意义的信息传达是媒介的主要任务，但是在新媒体这一人人为媒
的时代，随手拍随手记录的习惯让媒介内容变得丰富多彩，更多
碎片化的、去中心化的、非严肃的内容进入传媒的视野，让媒介
产品的内容取向逐渐个人化、草根化，这也使得众多传统媒体的
内容关注视角逐渐下移，对内容价值取向进行了重塑。

3.3对行业准入素养的重塑
新媒体行业的繁荣，让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起来，面对着

大量的行业人才缺口，整个媒体行业的准入标准也发生了变化。
传统媒体时代，进入行业需要掌握基本的新闻素养和采编能力即
可，但是在新媒体环境下，既需要能做用户研究、能做产品设计，
同时具有多媒体内容制作等多样化能力的综合型人才。

3.4对媒介工作流程的重塑
传统媒体的经过长时间的运行，具备固定的工作流程，特别

是审核流程。但是新媒体的出现，让传统媒体的工作流程发生了
变化。新媒体技术手段的引入，让实时的传播行为得到广泛的使
用，这就要求传统媒体针对这一传播行为设计全新的审核推送流
程。社交平台、即时通讯在传播上的广泛应用，让传统媒介的工
作流程引入了更多新媒体环节。

4　辽沈地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共赢发展
4.1新媒体--内容为王
辽沈地区新媒体产业的持续发展，首先要改变现阶段的生产

粗放的问题。纵观辽沈地区新媒体内容产品，存在着创意不足、低
质量模仿等问题，在短期利益上看，追逐热点是获取利益的有效
方式，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不利于形成有竞争优势的媒介产品；
其次，新媒体产品创意不足且不能顺应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能
够出圈的产品都是内涵深刻创意思维的内容，而且一旦这一创意
顺应了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将会呈现较好的传播效果。

4.2传统媒体--技术表现
传统媒体未来的发展，可以依托于新媒体技术提供的多样化

的载体和表达形式，给传统媒体内容为王赋能。传统媒体以其丰
富的生产制作经验在内容生成上具备显著的优势，但是在传播模
式上不能与新媒体平台比肩，故传统媒体应该在保持自己优势的
前提下，借助新媒体的技术手段为传播赋能，通过各种新媒体平
台进行内容的传播，将各种新媒体手段引入传统媒体的传播阵列
之中，让传统媒体的技术手段丰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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