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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specially the rapid popularization of Internet technology, the traditional news 
communication mode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edia convergence, the way of news production, 
dissemination and consumption has undergone major changes. The rise of new media has brought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o traditional media, and also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journalism. This paper mainly 
expound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anifestations of convergence news,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convergence new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edia convergence, and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onvergence news on this basis,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onvergence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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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融合浪潮中的新闻传播变革——“融合新闻”现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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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迅速普及，传统的新闻传播模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新闻
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革，新媒体的兴起，给传统媒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为新闻业创新发
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论文主要阐述了融合新闻的特征及其表现形式，分析了媒介融合背景下融合新闻面临的挑战，在此基
础上提出了融合新闻的发展路径，旨在为推动融合新闻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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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融合新闻已经成为新闻传播领

域的重要发展方向。融合新闻融合了不同类型媒体的优势，

以更加丰富多样的形式呈现新闻内容，为受众提供更加全面

深入的信息体验，但同时融合新闻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新

闻工作者应当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积极拥抱新技术新模式，

不断创新新闻报道形式，为受众提供更加丰富、高质量的新

闻内容，推动新闻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2 融合新闻的特征与表现形式

2.1 多元型
新闻融合发展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新闻呈现形式的多元

化，传统的单一文字报道已经远远满足不了受众日益个性

化、碎片化的新闻需求，取而代之的是文字、图片、音频、

视频等多种形式的立体化新闻报道，多媒体融合的报道形式

不仅大幅提升了新闻内容的吸引力，也增强了新闻报道的感

官体验。以视频新闻为例，可以通过生动形象的视觉呈现，

更好地凸显新闻事件的现场感和真实性，让受众仿佛身临其

境，音频新闻则可以利用声音的直白性，传达新闻事件的细

节和情感。而图片新闻则能以静态影像的方式突出新闻的视

觉冲击力。不同形式的新闻报道，在内容上相互补充、相互

映衬，形成了更加丰富立体的新闻呈现。此外，新闻融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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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还体现在报道角度的多元化，传统新闻报道往往以事实报

告为主，但现代新闻报道更注重挖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深层

次意义，力求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进行全面解读，比如在

报道一项新政策时，不仅要客观介绍政策内容，还要分析其

背景缘由、预期效果，甚至还要展望未来发展趋势，这种全

方位、多角度的报道方式，使新闻具备了更强的思想性和引

导性。

2.2 互动性
在传统媒体时代，新闻报道是单向的，受众只能被动

地接受信息。但在融合媒体时代，新闻生产和传播已经呈现

出双向互动的特点。一方面，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

受众可以通过各种社交平台和评论功能，实时地对新闻报道

进行反馈和互动，即时互动不仅增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

也有利于新闻机构及时了解受众需求，优化新闻内容和形

式。另一方面，新闻生产也出现了“全民参与”的趋势，越

来越多的普通受众通过自媒体平台，主动参与到新闻的生产

和传播中来，成为了新闻的重要内容提供者，“草根新闻”

的出现，不仅拓展了新闻的视角和内容，也进一步增强了新

闻报道的互动性和贴近性 [1]。

2.3 实时性
传统媒体时代新闻报道受制于生产和传播渠道的局限

性，往往存在较长的时间滞后，但在互联网时代，新闻报道

可以实现“即发即传”，大幅缩短了从事件发生到新闻呈现

的时间间隔， 不仅体现在突发新闻的即时报道，也体现在

对重大事件的持续跟踪和动态报道。新闻机构可以通过多种

渠道和手段，及时捕捉事件的最新动态，并迅速推送给受众，

而受众也可以随时关注事件的最新进展，形成良性互动。同

时新闻融合发展还使得新闻报道更加灵活多变，新闻工作者

可以根据事态的变化和受众反馈，随时调整报道角度和呈现

形式，以保持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和针对性，“边报边改”的

灵活性，极大增强了新闻报道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2.4 全媒体化
所谓全媒体化，就是指新闻报道不再局限于某一种媒

体渠道，而是跨平台、跨媒体地综合运用。以头部新闻机构

为例，他们往往拥有报纸、广播电视、网站、移动客户端等

多种媒体平台，在新闻报道上实现了全方位覆盖，同一条新

闻可以在报纸上以文字报道的形式呈现，在电视上以视频直

播的方式呈现，在网站和客户端上以多媒体综合报道的形式

呈现，跨媒体的全景式报道不仅扩大了新闻报道的覆盖面，

也更好地满足了受众在不同场景下的新闻需求。 值得一提

的是，全媒体化还表现在新闻报道的内容和形式上 [2]。新闻

工作者不仅要掌握文字报道的基本功，还要熟练运用视频拍

摄、音频制作、图像编辑等多种技能，才能适应全媒体时代

的报道需求，全方位的技能训练不仅提升了新闻工作者的综

合素质，也为新闻报道注入了新的活力。

3 媒介融合背景下“融合新闻”面临的挑战

3.1 融合新闻业务整合趋于复杂化
媒体融合过程中，各种媒体资源、技术手段、经营模

式相互交织，使得新闻业务整合变得更加复杂，对于新闻传

播来说，其一，媒体资源整合困难。不同性质的媒体在内容、

人才、技术等资源上存在明显差异，如何有效整合并发挥协

同效应是一大难题，传统媒体拥有深厚的行业积淀和专业优

势，但在数字化运营方面往往存在短板，而新兴媒体灵活高

效，但缺乏深厚的行业积淀。如何平衡两者优势，建立高效

的资源整合机制是关键。其二，经营模式创新乏力。媒体融

合背景下，广告收入等传统收益模式受到冲击，新的盈利模

式如付费订阅、内容变现等仍处于摸索阶段，如何在内容生

产、用户运营、渠道拓展等环节实现协同配合，构建融合发

展的新型商业模式，也是亟待解决的难题。其三，人才培养

滞后。融合新闻对从业人员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不仅需要掌

握专业新闻采编技能，还要具备数字化运营、跨媒体传播、

大数据分析等跨界能力，然而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普遍滞

后，难以适应融合发展的需求，如何培养一支既懂新闻又精

通技术的复合型人才队伍，成为行业亟待破解的瓶颈。

3.2 新闻传播载体数字化、多元化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传播载体呈现出日益数字化、

多元化的特点，给融合新闻带来新的挑战，其一，内容分

发渠道碎片化。移动端成为新闻主要消费场景，各类新闻

APP、社交媒体平台等分散了受众目光，传统媒体的内容分

发渠道越发碎片化，如何有效整合各类传播渠道，提升内容

的聚合性和可及性，成为融合新闻面临的一大难题。其二，

内容生产方式多元化。传统媒体注重系统性报道，注重文字

为主的叙事方式，而新兴媒体更注重碎片化、互动性、视觉

化等特点，融合了文字、图像、视频、直播等多种形式，如

何在内容生产中实现这些元素的有机结合，将其转化为具有

强大吸引力和传播力的融合新闻产品，也是一大挑战 [3]。其

三，传播效果评估难度增大。移动互联网时代，受众行为呈

现出更加碎片化、个性化的特点，传统的收视率、点击率等

效果评估指标已难以全面反映融合新闻的传播绩效，如何建

立科学有效的融合新闻传播效果评估体系，成为亟待解决的

难题。

3.3 视觉传达
在信息高度碎片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视觉传达在融合

新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吸引受众、提升传播力的关键

手段。目前文字报道已难以完全满足受众信息获取需求，视

觉化内容如图片、视频、动画等成为融合新闻的主要呈现形

式，如何运用视觉手法生动有趣地讲述新闻故事，成为融合

新闻从业者亟须掌握的技能。在碎片化的信息环境中，仅依

靠被动式的内容传播已难以吸引受众注意力，融合新闻需要

更多地注重与受众的互动体验，通过问答、投票、AR/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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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手段增强受众参与感，提升内容的传播力。同时在大数据

时代，如何通过数据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复杂的信息，让受众

更直观地理解和感知新闻内容，也成为融合新闻创新的重点

方向。

4 媒介融合背景下“融合新闻”发展路径

4.1 改变传播理念，坚持内容为王
在媒体融合时代，融合新闻必须牢牢把握内容为王的

传播理念，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各类媒体的优势，整合文字、

图像、视频等多种传播形式，构建立体化、互动性强的内容

体系；另一方面，还要紧跟受众需求，持续优化内容策略，

提高内容的针对性和影响力。

①整合多种传播形式，构建立体化内容体系。融合新

闻报道要充分利用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传播载体，

打造内容形式多样、信息量丰富的报道产品。一方面要注重

文本内容的深度挖掘和精准表达，让报道更加生动有趣，另

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图像、音频、视频等视听元素，增强内容

的直观性和沉浸感，注重内容形式与传播渠道的有机结合，

确保内容在各类媒体平台上都能呈现出最佳效果 [4]。

②紧跟受众需求，优化内容策略。融合新闻报道要紧

跟时代潮流和受众需求，不断优化内容策略。一方面，要深

入了解受众群体的特点和偏好，针对不同群体设计差异化的

内容产品，比如对于年轻受众，要注重内容形式的创新性和

互动性，多采用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对于专业受众，则要

更加注重内容的深度和专业性。另一方面，要紧跟热点话题，

快速响应社会关注度高的事件和问题，及时推出相关报道，

关注受众的反馈和评论，不断优化内容策略，提高内容的针

对性和影响力。

4.2 建立完善机制，夯实监督过滤
融合新闻发展离不开完善的管理机制和监督体系，通

过建立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确保内容生产和传播的规范

性，加强外部监管，切实维护融合新闻的社会公信力。

①健全内部管理制度，规范内容生产。融合新闻报道

单位要建立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从内容生产、审核、发布

等各个环节进行规范化管理。首先要明确内容生产的标准和

流程，建立严格的审核制度，确保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合法性。其次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增强他们的

专业素质和责任意识，建立完善的舆情监测和危机应对机

制，及时发现和处理负面信息。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融合新

闻报道的质量和影响力。

②加强外部监管，维护公信力。融合新闻不仅要自身

规范，还需要强化外部监管。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的社会监

督机制，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对融合新闻报道进行监督和评

议；另一方面，要加强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出台相关法规

和政策，规范融合新闻的发展，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

制定行业标准和自律公约，引导融合新闻健康有序发展，才

能切实维护融合新闻的社会公信力，让其真正成为受公众信

赖的新闻载体。

4.3 培养全面人才，不断发展成长
融合新闻的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的支撑，要注重培养

具有全面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为从业人员创造良好的职业发

展环境，推动融合新闻不断发展壮大。

①注重培养复合型人才。融合新闻报道需要具备多方

面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一方面要熟练掌握新闻采写、编辑等

基本技能，确保新闻内容的专业性和可读性；另一方面还要

精通新媒体技术，能够熟练运用各类传播工具和手段，提升

内容的呈现效果。从业人员还要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跨界

整合能力，能够根据受众需求不断优化内容形式和传播策

略，才能培养出真正适合融合新闻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②为从业人员创造良好发展环境。融合新闻单位要为

从业人员创造良好的职业发展环境，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

为员工提供系统的培训和教育，帮助他们不断提升专业技能

和综合素质。同时建立完善的晋升机制和激励政策，为员工

创造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充分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5]。

融合新闻单位还要重视员工的工作生活平衡，为他们营造积

极向上的职场氛围，让他们在良好的环境中充分发挥自身潜

力，为融合新闻的发展贡献力量。

5 结语

综上所述，媒介融合背景下，融合新闻面临着业务整

合复杂化、传播载体数字化多元化、视觉传达愈发重要等诸

多挑战，要求融合新闻从业者不断创新，在内容生产、传播

渠道、商业模式等方面进行深度融合，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脱颖而出。只有坚持内容为王的传播理念，建立完善的

管理机制和监督体系，培养全面素质的复合型人才，融合新

闻才能不断创新发展，成为受公众信赖的新闻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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