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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媒体的信息特性及其对文化产业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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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B要!社会化媒体的兴起&为文化产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同时也带来了不少

挑战' 因此通过对社会化媒体信息特性的分析和探讨&总结其在信息内容和信息传播上的特

点&可以进一步了解社会化媒体对文化产业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促进文化产业的繁

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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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化媒体的信息特性

$一&社会化媒体概述

社会化媒体是Z5[!)" 时代的产物!它有两个

主要特点!即 ;N/*':5+15(5+,=58 6*(=5(=!用户创

造内容+和 /N̂ *6*(:'R5+15(5+,=58 R583,!受众

自主媒体+" 在社会化媒体的运行中!用户的作

用得到空前的提升!媒体的互动性得到充分的体

现" 在社会化媒体中!用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一方面!用户既是媒体信息内容的传播对

象同时也是媒体信息内容的制造者&另一方面!媒

体信息内容的选择和传播是由用户主导的!即用

户有权选择接受和传播信息的内容" 社会化媒体

的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微博#播客#论坛#博

客#>C> 和内容社区*包括 L-36\+和 @385*等+"

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化媒体都是以互联网络为传

播媒介并遵循;N/和/N̂ 的基本原则形成的"

相比传统媒体!社会化媒体在以下三方面有

显著的优势" 首先!不受时间空间的影响" 由于

社会化媒体以互联网络为传播媒介!依托互联网

的高速便利!信息的传播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及时地搜集#获取和传

播信息" 这一特点使社会化媒体的信息效率极

高!在许多突发事件中!总是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它

的身影" 其次!用户广泛#受众众多" 社会化媒体

的用户广泛#受众众多!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

社会化媒体的信息$门槛%很低!几乎任何背景的

用户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得

到广泛的传播" 社会化媒体为各阶层提供了一个

公平的媒体话语平台!因此得到普遍认可和积极

参与" 最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与传统媒体受

到介质#版面#栏目等限制不同!社会化媒体借助

互联网络多媒体技术的优势!能够有效地运用文

字#声音#图像#视频等多媒体手段!制作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的信息!因此能够有效地传播各种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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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化媒体信息内容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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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众多!难于聚焦

在社会化媒体中每一个用户都是信息内容产

生的源头" 由于社会化媒体环境下信息内容的制

造成本很低!进入媒体传播的$门槛%也很低!因

此每天都有数以亿计的信息内容被制造出来!进

行传播" 任何一个信息内容在这样的信息海洋中

都只是沧海一粟" 因此在社会化媒体的环境中制

造和传播信息并不困难!而如何获取有效的信息却

十分困难" 这一特点使得社会化媒体在内容上呈

现出$快餐化%趋势" 即信息热点层出不穷!一个

信息热点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和讨论可能已经

被下一个信息热点所取代!信息热点很难引发社会

性的深层思考就已经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了"

!)信息内容碎片化!多中心多主题

社会化媒体信息内容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信息

内容的碎片化" 与传统的信息产生模式不同!在

社会化媒体中!信息的内容不是由个别人或团体

依据一定计划和程序创造和制作出来的!而是由

所有网民参与内容的制造和传播" 由于信息的制

造者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因而对同一问题有着

不同的见解和看法" 同时!在信息的制造过程中没

有统一的组织和计划" 所以!社会化媒体制造的信

息往往呈现多中心多主题的现象!甚至常常出现截

然相反的观点和看法同时存在的现象" 尽管!社会

化媒体信息内容的这一特点有助于各方发表观点

和看法!然而也容易造成$舆论的困惑%"

$)用户主导信息内容和传播方向!方向难以

控制

在社会化媒体中!用户不再是被动接受信息!

而是能够积极地参与互动" 用户在信息的内容和

传播方向上有相对的主导权!用户可以自主选择

要接收的信息!同时决定是否将信息再次传播!往

哪个方向传播" 在社会化媒体的环境中!由于缺

乏有效的组织和管理!导致信息舆论的方向难以

控制!往往陷入$群体无意识%的困境" 有时因为

信息缺乏权威的证实!往往造成$舆论失控%甚至

造成$舆论暴力%"

$三&社会化媒体信息传播特征分析

通过对近年来发生的社会化媒体事件的分析!

可以看到社会化媒体信息传播呈现出以下特征)

#)分阶段传播

社会化媒体信息传播根据传播的特征和影响

面通常可以分成四个阶段)关注阶段#转载阶段#

参与阶段#传统媒体参与阶段"

关注阶段)信息在某些特定的社会化媒体的

载体中被发现并引起关注" 信息从众多的信息中

被选择出来!引起广泛的关注" 这一阶段的信息

通常是在一些特定的范围内引发关注!因此主要

以纵向传播为主!往往影响面仅仅局限于某个论

坛或某个社区"

转载阶段)信息以转载的方式在互联网中的

多个论坛#微博#社区迅速扩散" 转载是网络信息

从一些特定的群体开始向更多的群体扩散的过

程" 这时信息通常跨越社区和论坛影响更为广大

的人群"

参与阶段)这是社会化媒体特有的形式" 网

民们运用各种手段来丰富信息的内容和形式" 通

过网民参与!信息的内容变得更为丰富和完整"

同时各种多媒体技术和手段的运用!也使信息内

容的表现形式变得丰富多样!适合在更多类型的

社会化媒体的载体中传播和扩散"

传统媒体参与阶段)信息扩散出网络世界成

为传统媒体关注的内容" 传统媒体反映主流的社

会价值观和价值判断" 传统媒体的参与使网络发

生的事件和信息进入全民的视野!这时社会化媒

体的影响达到最高阶段"

!)爆炸式扩散

尽管社会化媒体传播过程中存在几种阶段性

的特征!但是实际上社会化媒体信息传播并不是

严格按照以上四个阶段进行的!而是$爆炸式%扩

散的!这里的$爆炸式%指信息的传播不会严格按

照传播的各阶段逐步进行!这几个阶段往往是交

织在一起的!有些信息在还没有引起足够关注时

就已经被转载!就已经有人参与制造信息了"

/!0

同时!由于互联网络本身网状的结构也使信息传

播速度以几何级数的方式在增长"

$)替代式消亡

社会化媒体环境中!绝大多数的信息淹没在

信息的海洋中!通常引不起任何的关注或能够影

响的范围非常有限" 而引起关注成为热点的信

息!往往不是在得到社会充分关注和讨论后结束

的!而往往是被另外一个热点信息所取代" 在这

种替代中通常不存在哪个热点更重要或者更有争

议!而往往只是新的热点更新鲜" 这使得社会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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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内容和传播更趋近于$娱乐化%"

/$0

二'社会化媒体信息特性对文化产业

的影响及对策

$一&社会化媒体对文化产业的影响

#)积极影响

首先!社会化媒体开放共享信息的特点促进

了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从而促成更适合文化产

业发展的机制变动和资源重组!使文化生产和创

造极度繁荣" 文化的生产和创造不再以文化企业

为主导" 在社会化媒体的情境下!用户创造内容

成为主流" 由于生产和传播信息的成本很低!因

此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各阶层的参与!越来越多的

普通人希望借助这些自由#多样的媒体表现形式

来彰显个性#表现个人创意!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创

造出数量庞大的市场生产力"

/U0同时!碎片化的

信息特点使生产和制造文化产品的人不需要参与

生产的全过程!也不需要掌握高深的技术!只需要

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特长就

可以参与生产和制造" 如)网络上出现大量的视

频剪辑#歌曲填词等等" 可以说!社会化媒体的出

现为文化产业注入了一批新兴的生产力!这也有

利于文化产业生产主体的丰富与多元!同时也带

来了生产形态的多样"

其次!社会化媒体互动#共享#用户参与的特

点促成了形式内容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 社会化

媒体平台不仅可以容纳原有的文化产业!并且在

用户主导信息内容的特点下不断发展" 社会化媒

体平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普通主体!他们可以借

助社会化媒体进行文化产品的生产#消费与传播"

由于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社会

背景!创造出代表不同文化类别和层次的文化产

品" 他们将传统#民俗和时尚杂糅于一起&将主流

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本国文

化与他国文化全都汇集到这个平台!并借助互联

网络多媒体信息形式的特性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展

示出来" 可以说!社会化媒体的应用把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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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媒体平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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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社会化媒体信息传播的特性使文化产

品的影响更加广泛" 社会化媒体在信息传播上有

着明显的优势!除能以几何增长的方式传播信息

外!同时由于社会化媒体的受众广泛!能够影响的

范围广!用户的参与往往能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

面对信息接收者产生影响" 文化产品通过社会化

媒体进行传播往往能够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如)

韩国歌手P>_的歌曲-江南:=7-5.的走红!远比任

何一首通过传统形式传播的歌曲产生的效果显著"

最后!促进了创新意识和开拓了创意的空间"

原生态的文化创意散落在社会各类群体当中!需

要建立相关社会机制对潜藏于其中的种种创新性

因子敏锐捕捉#灵活整合#精确提炼#积极推广和

广泛传播" 通过充分发挥社会化媒体的载体功能

和传播特质!有效提升文化产业创新意识和创意

水平并提升文化传播能力" 具体来讲!就是加大

对社会化媒体的开发与应用!进一步激活文化产

业创意#设计#生产#发行#消费的整条价值链"

!)消极影响

首先!文化的主流意识下降!文化内容趋于流

行化#娱乐化" 文化产业是一种通过创意来赢得

受众的产业!文化产品既要实现大众的消费需求!

更要兑现大众当下的文化诉求" 文化作为社会性

的精神产品!必然会作用于社会!产生深刻久远的

文化影响力" 社会化媒体的特性既使得文化创作

空前繁荣!同时也使得文化的主流意识逐渐下降"

在社会化媒体海量的信息下!主流意识和主流声

音很难引起文化消费者的注意" 整个社会文化需

求#消费逐渐趋于流行化#娱乐化"

/J0其实社会的

主流价值观#主流道德观原本是由经典文化#精英

文化来建构#定义的" 文化产业要做的是与之相

符并通过自己的方式向更大的社会层面进行传

播" 在大众娱乐层面强调传播主流价值观#遵守

$公序良俗%底线的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 在社会化媒体海量信息的选择方式下

很难捕捉内在的创新与优秀的创意" $创意%激

发了人们对文化产业的理解!揭示出该产业发展

和产生可持续经济效益的原动力是创造性和创

意"

/%0而文化艺术产品最终能否适应市场而实现

可持续发展也依赖于是否拥有好的创意" 然而尽

管社会化媒体激化了大家创新创意的意识!但并非

所有的创意和创新都有吸引眼球的能力!在一个接

一个的热点和事件的背后!许多优秀的创意和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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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无法呈现到消费者眼前!引起消费者的注意"

最后!$快餐式%的信息难以凸显文化的精

髓!难以形成深层次的价值判断" 在社会化媒体

的环境下!网络热点层出不穷!通常一个热点能够

持续的时间不超过三天" 在这种$快餐式%的消

费环境下!消费者很难有时间对文化产品进行深

入的品味#探讨!更难以酝酿#提炼文化产品的内

在精华!形成深层次的价值判断"

$二&对策

#)转变观念!积极参与

社会化媒体是新生事物!有着不同于传统媒

体的运行方式和机制" 在科技和社会发展的潮流

下!应该转变观念!积极参与其中!以新思路#新办

法#新模式探索文化产业发展新道路" 要适应发

展趋势!汇聚网民力量!依靠网民智慧!实现文化

产业的大繁荣大发展" 要适应受众特别是年轻受

众需求!树立现代传播理念!增强互动#共享#分享

等功能&

/H0适应网络传播特点!加强内容建设!打

破传统文化生产方式!创作生产出更多适合新媒

体传播的内容作品!形成一批具有民族特色#体现

时代精神#品位高雅的新媒体文化品牌"

!)发挥主流媒体的作用!凸显主流价值判断

一些主流媒体在主流化内容的生产和传播

中!占据着优势地位!在公众中形成了较高的权威

性!在信息采集#制作#编排和传播的全过程中!都

有着较为严格的审查#把关和监控" 因此在网络

纷乱的信息环境中!应该借助主流媒体的权威性!

树立一面主流意识和价值判断的大旗!积极参与

网络信息内容的建设!维持其内容的强势地位!有

意识地引导和突出主流的文化和价值!形成一种

主流的声音"

$)打造$品牌平台%!展示优秀的创新和创意

成果

社会化媒体的交互性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种

媒体" 互动传播性强意味着媒体的信任程度高!

口碑效应好" 因此在社会化媒体中一些$品牌平

台%*如天涯社区#猫扑等+都拥有众多忠实的$粉

丝%" 这些平台的影响力和引起的关注度都远远

超出一般的网络媒体平台" 通过打造$品牌平

台%可以在信息的海洋中树立一块高地!形成一

个展现优秀的创新和创意成果的平台!使传统的

严谨#客观的遴选机制和网络的传播优势进行有

效结合!为优秀的创新和创意成果有一个展现的

基地"

/K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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