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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技术下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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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成为许多国家经济的支柱性产

业。发展文化产业, 既要遵循文化生产的自身规律,又要重视高新技术的引进。作者以新媒体

技术为研究背景,探讨新环境中文化产业的新兴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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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

益凸显, 已成为许多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成

为经济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的有力助推器, 已经

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2009年 7月 22日, 由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

论通过了 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 充分体现了中国

对文化产业的日益重视。发展文化产业, 一方面要

遵循文化生产自身规律,正确处理文化产品的商品

性与非商品性、文化的精神消费与价值规律之间的

辩证关系,在把坚持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前提下,

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优势,实现文化生产与消费的

良性循环。
[ 1 ]
另一方面则要通过引进先进技术特别

是高新科技,提升我国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 带动

整个行业的升级换代,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注入

新的竞争力量。本文试图以新媒体技术为研究背

景,探讨新环境中文化产业的新兴核心竞争力。

一、新媒体技术下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

力:科技

新兴的数字技术是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物质

支撑, 构成了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打造以

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文化产品是文化产业迈向高端

产业的必然趋势,它成为引领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种

潮流, 改变着文化产业的创作、生产, 以及体验消费

方式。过去谈数字技术,都会认为这是信息通讯产

业的问题。而今天,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不再是泾

渭分明的产业部门,信息技术与文化内容的交融汇

合将成为未来两个产业发展的方向。纵观今天的

文化产业我们会发现,目前新媒体技术的发展速度

领先于可以直接带来消费潜力的数字内容产品的

开发速度。在某种意义上,技术先行产业给内容产

业创造了发展的土壤,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今天讨

论文化产业的发展, 要注意到两个趋势:

一是日益发展壮大的以技术和模式创新为核

心竞争力的新媒体企业。新媒体技术为互联网、移

动电视、电子出版公司等新媒体企业提供了直接而

重要的技术保证,这些企业正逐渐成为文化产品生

产流通的主要渠道。新媒体企业的发展壮大为文

化产业,特别是内容产品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组织

内部运行条件和外部环境。

二是数字内容产业将成为未来文化产业的核

心产业。整个文化产业将围绕内容的创意生产形

成新的文化产业链条,而数字技术作为内容生产的

基本物质条件, 其发展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思

想创意的表达与实现,左右着数字内容产品的丰富

程度。新兴的互联网、移动内容服务对技术的依赖

自不必说, 传统的电影业、出版业、动漫业也在通过

对数字技术应用, 发展出数字电影、数字出版物和

数字化动漫作品。在这种趋势下,数字技术对整个

产业的支撑作用将日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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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媒体技术下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

力:整合

媒介融合已经成为当代媒介的一种发展趋势,

以媒介技术为基础形成各种各样新的媒介样态, 从

而为文化生产带来更广阔的物质载体和表达空间。

新技术与媒介的结合为文化生产带来各种各样的

组合可能,这种可能带来的影响可以从文化创意产

业的技术手段、内容资源、传播渠道和产业组织结

构四个层面来看。

第一是融合技术手段, 优化产业化的生产方

式。数字融合已经成为今天新媒体技术发展的必

经之路,不同的新媒体技术通过加减法的优化组

合,形成创新性内容生产平台, 改变了以往电影公

司做电影、出版公司做图书、广告公司做广告这种

单一、固定的一元化文化企业生产模式。

第二是突破内容资源开发的边界,实现对文化

原材料的充分利用。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的生产

原料与创作素材, 在过去传统的媒体技术下, 内容

资源的开发使用受到具体媒体形态的限制,开发者

各自为政, 文化创意的发挥受限, 造成了传统文化

产业渠道过剩、内容不足的现状。而在新媒体技术

的整合作用下, 内容资源可以通过电影、动画、漫

画、游戏等不同产业形式, 以及通过博客、播客、微

客等不同媒介形态,实现对内容资源的深入开发与

集中运用。

第三是打通传播形态,拓展流通渠道。新媒体

技术不仅打破了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屏障, 同时还突

破了旧有媒介样态的区隔,打通不同媒介产品形式

与出版发行渠道的限制,通过重组和不断创新实现

文化产品传播与流通渠道的多元整合。

第四是整合产业组织结构,实行规模化、节约

化生产。新媒体技术的融合式发展打通了诸如电

视、报纸、广播等不同的文化生产部门之间的分割,

为产业打破原先的组织壁垒、实现部门融合, 解决

了技术上的难题,降低了组织管理成本。

无疑,新媒体技术的整合能力为文化产业的发

展注入了长期的整体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为

文化产业生产部门的多样化生产与销售部门的整

合营销开辟了全新天地。

三、新媒体技术下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

力:多元

文化具有多元性,它允许世界上各个民族文化

的存在,并承认和尊重这些文化的独特个性。而文

化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柱性元素,这一特征也将

成为文化产业的应有特征之一。文化产业的多元

性是在动态过程中凸显出来的,是主流文化与非主

流文化、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本国文化与他国文

化在文化产业化转变过程中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传统的媒体技术下,文化产业的多元性并不十分

明显, 其主要原因在于文化产业的运作需要大量的

资金投入, 巨额的成本消耗阻碍了众多的小型文化

产业主体的进入。而在新媒体技术的推动下,新媒

体平台不仅可以容纳原有的文化产业,并且在自媒

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中,这一平台更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普通主体,他们可以借助自媒体技术进行文化产

品的生产、消费与传播, 在文化产业领域中代表不

同文化类别和层次的产品诞生。而且我们发现, 正

是由于新媒体技术, 这些代表非主流文化、草根文

化的产品也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影响力。

可以说,新媒体技术把文化产业的多元性推到了极

致,承载不同的文化类别和层次的产品都可以平等

地展现在新媒体平台之上,为文化产业创造出一个

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影响更加广泛的全

新景象。

第一, 内容更加丰富。在新媒介环境中, 出现

了与在传统媒介中的大制作、重要内容或者宏内容

相对应的概念 ! ! ! 微内容。这些微内容承载着不

同类别的信息, 它们通过技术手段对文字、图片、视

频、声频进行多样的组合排列, 极大地丰富了文化

产业的内容层面,可以更好地满足不同层次的受众

需求。

第二, 形式更加多样。播客、博客、微客、掘客,

是新媒体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同的媒介,他们

各具特色, 以其形式丰富、互动性、渠道广泛、覆盖

率高、精准到达、性价比高、推广方便等特点, 为满

足不同的文化产品的生产、营销与消费需求, 创造

出多样化的实现形式。

第三, 影响更加广泛。六度空间理论指出, 你

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

也就是说, 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

陌生人。正是因为这一现象的存在,传统媒介形态

不可能实现的影响力的扩展方式出现了,比如 一

个馒头引起的血案  , 受到小部分人关注以后, 在

网上展开了快速地推介活动,网民通过可以触及和

使用的媒介方式进行快速传播,最后在全国范围内

造成了影响力, 而这一过程的金钱成本几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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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媒体技术下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

力:市场

第一,新媒体技术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出数

量庞大的市场消费力,它拓展了原来文化产业的市

场消费空间。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

第 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数据

显示, 截至 2009年 12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 3. 84

亿,较 2008年底增长 8600万人,增长率为 28. 9%。

其中, 因受 3G技术的影响, 手机网民成为我国互

联网用户的新增长点,规模已达 2. 33亿人,占整体

网民的 60. 8%。
[ 2]

中国网民的不断增加,为文化产业创造了新的

市场发展空间,汇聚了为数众多的消费群体。

中国网民是人群中较年轻的群体,喜欢通过新

媒体形式进行文化产品的消费,如网上读报、网上

看书、网上听音乐、网上购物等,他们不仅是文化产

业现有的消费者,更可能伴随着网民数量的不断增

多而成为文化产业的未来消费主体。他们思维活

跃、思想敏锐, 对新兴事物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和

兴趣度,对新媒体技术下文化产品呈现出的新形态

有较强的接受能力与消费意愿。此外,伴随着中国

网民知识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更加适应了文化产

业的产品传播与消费需求。因此,文化产业市场潜

力培育应加强对新媒体渠道的运用, 以及对新媒体

受众的培育。通过新媒体熟悉网民文化消费的喜

好,掌握网民文化消费的规律, 通过迎合网民的这

些需要来培育文化产业的未来受众。

第二, 新媒体技术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出数

量庞大的市场生产力。在传统的文化产业中,资源

一般集中在拥有较强实力的个人或财团手中,而消

费力则往往体现在普通的百姓手中,生产力与消费

力的分隔界线明显。但在新媒体技术下,由于它的

简易性、普及性和交互性,以及进入平台的零门槛,

这种生产与消费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作为消费者的

网民, 也可能同时成为潜在的生产者。尤其伴随着

自媒体技术的不断普及与运用,越来越多的普通人

不甘于只扮演消费者角色, 他们希望借助这些自

由、多样的媒体表现形式来彰显个性、表现个人创

意,使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身份时而合一时而分离。

可以说,新媒体技术为文化产业注入了一批新兴的

生产力,这有利于文化产业的生产主体的丰富与多

元,同时也带来了生产形态的多样。

[参考文献 ]

[ 1] 张芳.发展文化产业, 促进公民教育 [ EB /OL ]. http: / /

www. doc88. com /p 90529031669. h tm .l

[ 2] 我国网民规模达 3. 84亿, 手机网民年增 1. 2亿 [ EB /

OL ]. 腾讯 科技. http: / / tech. qq. com / a /20100115 /

000293. htm, 2010 01 15.

(责任编校:朱德东, 段文娟 )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Cultural Industries underN ew M edia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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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ural industry in nationa l econom ic deve lopm ent has becom e mo re and mo re im po rtant and becom e econom ic

p illar industry in m any countr ies. The deve lopm en t o f cu ltura l industries shou ld ab ide by the law of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intro

duce the new technolog ies. In this a rtic le, the author tries to take the new m edia technolog ies as research background to explo re

new core com petitiveness of cu ltura l industry in new situ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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