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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论坛 

融媒体背景下有声读物的发展之道 
◆熊曦阳 

（江西泰豪动漫职业学院  江西省南昌市  330200） 

 
摘要：本文通过具体论述融媒体背景下有声读物的发展之道，旨在为有

声读物的发展提供可参考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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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融媒体发展背景下，因受内容质量、制作效果、版权以及
利益分配等问题的影响，致使网络有声读物的发展速度始终处于
较为缓慢的状态。当然，最主要的因素还在于网络有声读物在网
络中的影响过于轻微，以致人们普遍对有声读物的认知与接受程
度均较低，而这种不成熟的听书环境自然也不利其进步及发展。 

一、媒体全方位宣传，推广有声读物的概念  
在某一空间范围内主要呈现出怎样的氛围，通常也将反映出

社会的整体形态。而有声读物因在我国的发展时间尚且短暂，加
之缺乏有力的引导和宣传，致使广大消费者并不清楚何为有声读
物。然而，要想让广大消费者皆熟知有声读物的概念，仅凭创办
网络读物的网站尚远远不足，而是需要发动地方政府乃至国家的
力量来借由各层级报刊电网来对有声书籍的概念予以大力普及，
以此方能为有声读物的发展开辟出诸多有益的渠道。当更多人体
验到何为有声之书时，方能让有声读物逐渐形成一种品牌，继而
为网络有声读物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认知环境。  

二、立法管理，完善行规，重视版权，规整音像互联网市场  
网络有声读物并非可立足于法外之地，故为确保网络有声读

物的发展顺利，则针对有声网站及音响的法律规范亦当予以完
善，尤其是对版权方面，因由外而内全面强化其版权责任亦是，
以此方能为文化创意及影视制作一类的文化产品创新及发函增
添动力。当然，规范网络有声读物并非仅是完善立法的唯一目的，
更重要之处还是为了维护产业整体的和谐发展，正如新闻出版总
署副署长孙寿涛曾言“数字出版业未来必将成为我国重点发展的
五大产业之一。因此，大力发展有声读物亦是为出版产业的横向
拓宽奠定良好基础。”至于国内网络有声读物当前的发展状况，
从“you 僧读物网”和“天方听书网”两家网站的版权声明中我
们可以发现，两家网站虽在诸多方面均有较为明显的差异，但有
一点却出奇的一致，那便是在揭示和说明有声读物的传播侵权行
为方面。然而，由于这些声明大多也是在为网站开脱。其中所谓
的对侵权承担责任，也是一些无关痛痒的责任，对有声读物制作
过程中文字稿、播讲稿著作权人的权利义务没有涉及。这样很明
显是有失公允的。因此，要想切实规范网络有声读物的发行并消
除有声读物版权维护的诸多盲点，便必然要仰赖雨健全的网络版
权相关法律法规，以此方能为此朝阳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保障。  

三、“内容为王”，坚持市场与品质，提高有声读物性价比  
一直以来，传媒界便流传着这样一句至理，即“内容为王”。

而最早提出此理念的维亚康姆公司总裁亦曾解释道“所谓的‘内
容为王’，即指内容当时传媒行业发展最重要的基石，若缺乏有
价值的内容，则行业本身的发展必将遭到掣肘”。但随着时代的
变迁，传统以“内容为王”的理念已逐步与当代社会的发展状况
相背离，而基于如今这种信息化时代，“渠道”的重要性往往更

胜于“内容”。因此，如今的内容为王真正含义应是充分利用各
种优质的渠道及内容来吸引用户，而当用户累积到一定数量后方
能再度称王。当然，要想确保内容本身的优质，除了要细分市场
外，尚需全面考虑不同用户群体的多样化需求，要积极为不同消
费群体提供不一样的产品，方能最大限度满足用户需求，继而强
化用户的粘度与忠诚度。对此，网络有声读物要想切实做到此点，
则必然要满足以下不同层次从的内容需求：首先是以断代史人物
为代表的故事，因此类读物无论是收听或理解的门槛均先谷底较
低，故能最大限度吸引用户关注；其次而通史，如《中国历史风
云录》《大国兴亡录》《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等具有一定深度
的内容，将能在极大程度上增强用户粘性，使其伴随网站一同成
长。再者则是历史评论，虽然，在诸多的历史材料及素材之上已
然对我国大多数历史进行了战略性的分析与评论，但若网络有声
读物能站在全新的角度去划分不同层次的内容，将能进一步满足
更多用户的收听需求，如《历史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全球通史》等。除此之外，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基于如今这
种移动互利网时代，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亦让用户对网站的个性化
服务更加看重，对此，网络有声读物亦当建立起属于自身的用户
数据库来精准定位用户兴趣，继而再借助传播-接受-反馈-分析
-再传播的模式来切实满足用户的多样化需求，以此方能获得用
户认可，继而使其愿意与网站一同成长，甚至网站的成长出谋划
策。  

四、培养一流的编辑队伍，打造专业高素质的制作团队  
任何行业均离不开高素质人才的支撑与支持，网络有声读物

亦是如此。因此，拥有一批高素质、光见识的编辑队伍对有声读
物行业的发展而言无疑至关重要。且也唯有如此，方能让以“内
容为王”的有声读物在新媒体时代亦能符合新、奇、快的发展节
奏。当然，除了要拥有一批优秀的内容生产者之外，专业的产品
制作者亦不可或缺。因相较于内容的生产者，产品制作者往往更
深谙受众的兴趣及需求，继而能从市场需求出发去专门制作与受
众口味想贴近的产品，以此既能确保产品质量，又能最大限度满
足受众需求，如此方式长久吸引受众的关键。除此之外，因产品
制作者与受众间的关联更加紧密，这使得制作方能可更加及时的
捕捉到当下用户的现实需求，继而迅速调整自身产品的制作方向
与模式，以此方能同步拉近内容生产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继而
切实维护双方关系的和谐发展。 

总之，网络有声读物的出现无疑是为传统广播电台模式的发
展提供了一条绝佳的出路。对此，基于新媒体与融媒体技术快速
发展的时代背景，我国传统媒介亦当虚心接受新媒介的洗礼，以
此方能在促进资金内容生产、盈利等诸多模式的合理改进与提升
同时切实维护我国传媒行业的发展和谐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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