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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飞舟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最热门也是
最敏感的话题。事实上，思想文化领
域的全球化比经济和科技领域都来
得广泛而不引人注目。如何应对这一
冲击是一个目前不容回避的问题。这
不是简单的互通有无的过程，而是激
烈的生存竞争，它关系到世界占大多
数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的幸
福和尊严。

思想文化全球化的主要工具无
疑是国际大众传播媒体。

无论如何，国际交流以一日千里
的信息革命形势为依托，正成为新世
纪生活的主要特征之一。地球村上的
每个成员都有可能利用这一重新洗
牌的机会，在国际传播业中重新调整
策略。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体制上、
观念上经历一番脱胎换骨的演变，从
而在勾画新的国际传播格局中有所
作为。

作为宣传的国际传播

国际传播的出现一开始就与政
治紧密关联。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前，国际广播便是一个散布威胁言论
的机关。

1923年，德法之间为鲁尔事件展
开有史以来第一次广播战争。1927
年，各国为了反击别国的敌意宣传，
英、法、荷、比、葡均纷纷建立电台，加
强发展国际广播以巩固其殖民地。

苏联于 1929年建立了国际广播
电台，从事对外宣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广播战登
峰造极，德国使用恐怖战略，对捷克、
波兰、荷兰、挪威等国从事宣传战。
1941年，德国计用 88个短波台对欧
洲广播，但不准其人民收听广播，否
则处死刑。

1942年，战时新闻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授权发展心理作战及
国际广播。1942年成立了美国之音。
1948年，美国国会授权“美国之音”从
事国际宣传，由国务院管辖。

“国际广播电台即是外交的工
具，其服务项目之一便是播出由政府
提供的官方或半官方声音，这些声明
可能以通告、报道、政策演说等方式
播出。”

可以说政府机构是国际广播的
始作俑者，没有国家的介入，国际广
播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国际广播电台
国际广播可以说都是以宣传为目的
的。

到了冷战时期，国际舆论的斗争
也多半是依靠国际广播和后来的国
际电视网来进行的。冷战结束后，国
际大众传播行业里的对抗意识仍然
主导着它的总体策略。

国际传播的市场化

冷战结束以后，对抗由两极变为
多极，对抗的焦点已由意识形态转为
对国际信息市场的争夺。

从 80年代开始，商业电视媒体
看到了开拓国际市场的可能性。媒体

巨头通过文化交流和新闻自由的名
义在发展中国家推销自己的节目和
取得播映权。1980年 6月 1日，有线
电视新闻广播公司的全新闻频道开
播，它主要通过卫星—有线传送系统
向世界各国的用户播出节目，它标志
着商业性国际电视广播的崛起。1993
年，CNN国际台总收入 9300万美元，
盈余不多，到 1994年，它单单利润就
达到 6600万元。

CNN 在商业上的成功和在国际
传播中的影响，推动了英国、德国、法
国等国家先后开办了以新闻报道为
主的对外电视广播，同时也吸引了许
多商业广播公司纷纷开办各类卫星
电视频道。

1991 年 5 月香港卫星电视台开
播后大获成功。1993年、1995年，该
台的全部股权先后卖给了国际传播
界巨头鲁珀特·默多克。卫星电视台
的节目通过亚洲一号通信卫星覆盖
亚洲的近 50 个国家和地区，根据
1997年的数字，全球收看卫视的约有
4200万户。

国际传播从政府行为转为商业
行为是一个大的跨越。它大大减弱了
国际传播中的火药味，部分传播的主
要驱动力从意识形态宣传转为收视
率和广告利润。市场和利益的威力是
巨大的，曾经是孤独的领域如今一下
子充满了推销者的殷勤。他们使国际
传播体系变得多元化了，形势也变得
尤其的复杂。这些老到的电视业资本
家在大把掏钱占领空中覆盖面的时
候，非常清楚他们在干什么：只要信
号接收的技术障碍一旦克服，观众的
收视品味和偏好都是可以引导的；他
们相信优秀的质量和服务战无不胜。

在新的形势下，虽然意识形态的
斗争淡出背景，但商人绝不会把赢利
放在损害本国利益和形象的前提下
的。即使是一向以客观、公正为己任
的新闻通讯社也不会例外。
“近年经传播学者研究证明，世

界性与地区性之新闻通讯社均以其
本国利益为前提，并非以服务世界或
地区利益为目的，由此可断言，国家
通讯社乃是国家利益的发言人。”

同时商业化趋势也强化了世界
范围内文化发展的两极分化。而且通
过商业推销的往往不是文化的优等
货色，而是迎合中低层的快餐型消
费。

市场化随着传播科技的飞速发
展已经严重地威胁着弱势文化。以欧
美为主的发达国家销售的文化产品
带有强烈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色
彩，这种文化产品通过跨国媒体公司
的推销，在发展中国家产生着潜移默
化并且是根本的影响。

互联网带来的“信息革命”

20世纪 90年代初，超本文电脑
语言的发明和适合家用电脑使用的
网络浏览器的出现使互联网被推到
了信息革命的前沿，它实际上更是一
场大众传播的革命。一批网络和电脑
技术人员迅速以一种崭新的项目和
方式在电信和传播界拓出一片领地，

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传播媒介。
互联网的传播有很多优势，其中

信息发布的高度平等是最具冲击力
的。这一特征一下子扭转了大众传播
权利对资本越来越多地依赖。然而，
资本是无孔不入的，资本在寻找增值
的机会，技术发展的后劲也要靠资
本。掌握一定资本和管理资源的传统
传播媒介为了维护它原有的地位纷
纷主动介入互联网，试图利用他们的
内容采集编播优势夺回失去的部分
领地。但是，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尖端
技术人才仍被新兴网站公司拥有。争
夺网络人才的战斗方兴未艾。资本的
流动也已经大幅度转入互联网业，它
迫使这一继报纸、广播和电视之后的
“第四媒体”的发展渐渐呈集中化趋
势，强强联合，大鱼吃小鱼之类的兼
并每天都在发生。有人担心这种集中
会改变互联网的自由、平等的性质。
这种担心也不是多余的，如果没有相
关的立法，优势网络公司可以大批量
地发展强大的病毒武器攻击竞争对
手，互联网上的“暴力”会迅速增加，
而最终称霸的必然是大政府、大财团
拥有的门户。

互联网的优势是明显的，它的影
响还只是初显端倪。谁抓住了这一发
展机会，谁就会在这新兴的国际传播
舞台上站住脚。对企业来说，这意味
着广告效应；对文化来说，它提供了
一个效率极高的同时是无限广阔的

传播和交流的天地；对社会来说，它
或是增强社团凝聚力，或是分化它的
组织；对国家来说，它关系到国家形
象的树立，做得好有利于国家的外
交，做得不好，它危及政权的存亡。

互联网上信息的低质量和网络
行为的无政府主义也增加了社会中
的不稳定因素。很多像泡沫一样的消
息网点在发布着无数未经证实的消
息，事实和谣言混淆不清，无聊的内
容也一样在消耗年轻人的时间。此类
“非正规教育”正在把我们下一代引
向何处，是个令人堪忧的问题。

总之，互联网已经毫无疑义地成
为 21世纪国际传播的最主要媒体。互
联网一度让所有人———穷的富的、强
的弱的站在了一条差不多的起跑线
上，一些能把握机遇、做出正确对策的
弱势群体就有可能完成一次发展的飞
跃，从而过上扬眉吐气的生活。

国际传播即是全球化最大的载
体，主动介入国际传播即是介入全球
化进程。在全球化中竞争即是在国
际传播中竞争。你不把自己的思想
全球化，别人就会把他的思想全球
化。当前，以互联网为主要形态的信
息革命使全球化成为 21 世纪的重
要议题。信息革命给了每个人一个
广阔的天地。让我们抓好这一时机，
使世界在改变你的同时，你也在改变
着世界。

（摘自《现代传播》）

媒体即传播信息的介质。相对于传统的四大媒体来讲，新
媒体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逐渐衍生的，如数字杂志、数字
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桌面视窗、数字电
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他们的发展虽然是基于传统媒体，
却与传统媒体有了质的区别。新媒体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其融
合功能，实现了平面、电波和网络三大类媒体的融合，传统媒
体之间的融合，传播层面的国家、社群、产业的融合以及信息
发送者与接收者的融合。新媒体的这种强大融合功能及其与
受众的精准联系，具有交互性和跨时空的特点，导致了各行业
诸多新理念和新模式产生。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新媒体必将掀
起一场国际传媒秩序重构大潮。

从行业到产业：
新媒体发展将引发媒介大融合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化技术、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
的迅速发展，使以其为技术支撑的诸多行业之间的边界正在
由清晰走向模糊。正是这一重大变化推进了信息、电信、文化、
娱乐、传媒、出版、金融、证券等众多行业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
合，在全球形成了大规模并购、重组的浪潮，多元化成为大公
司的发展战略。与此同时，资源配置、整合方式也发生了结构
性变化，许多新的业态应运而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并直
接改变传统的产业结构，以顺应行业边界模糊的发展趋势。

1994年，《纽约财报》报道美国在线与《圣荷水星报》联合
推出《水星中心新闻》的电子服务时，使用了“一次传媒聚合”
的标题。同年，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举办了世界上第一次关于
产业融合的学术论坛，即“冲突的世界：计算机、电信以及消费
电子学”。参加者除了学术界以外，还包括康柏、英特尔等著名
计算机整机或芯片生产公司以及软件、消费电子产品和信息
服务等相关行业的人员。这标志着媒介融合已经成为世界范
围内的一个具有影响力的话题。

1996年，美国联邦政府制定了《1996年电信法》。该法案将
电信和媒体统一立法管理，引发出一场电信、电子、媒体和文
化企业的交叉兼并和产业重组。

1997年6月在加州伯克莱分校召开了题为“在数字技术与
管制范式之间搭桥”的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对产业融合与相关
的管制政策进行了讨论。会议召开标志着媒介融合作为一种
社会现象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关注。

2000年1月10日，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服务公司美国在线
和世界上最大的传媒公司时代华纳宣布合并。这个“天作之
合”代表着传统媒体产业和网络产业的融合，同时也成为国际
媒介产业融合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并拉开了媒介产业融合与
产业革命的序曲，这场革命将是全方位、跨行业、深层次、超国
界的。

2001年，日本学者植草益在对信息通讯业的产业融合进
行研究以后，从动因的角度，把媒介产业融合定义为通过技术
革新和放宽限制来降低行业间壁垒、加强各行业企业间的竞
争合作关系，并认为媒介产业融合不仅出现在信息通讯业，金
融业、能源业、运输业的产业融合也在加速进行之中。由于产
业融合，企业间以及企业内部的组织形式发生相应变化，企业
并购、流程重组、战略联盟和虚拟企业等逐渐成为现代企业组
织形式的主流。正如他所预测，近年来媒介融合并不仅仅限于
这4个产业领域，在制造业，产业融合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产业
革命的浪潮在媒介融合推动下，一浪高过一浪。

作为信息社会形成初期的热点问题，媒介融合的提出标
志着传媒业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变
革，一方面促使传媒业的内容与外延重新界定，另一方面也再
一次提升了传媒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而媒介融合的
最终依托平台，就是新媒体。

新媒体发展
对国际传媒秩序重构影响因素

与同质化传播把相同或类似的信息毫无区别地传达给受
众不同，新媒体在现代科技的支撑下，针对不断提升的个人差
异化需求，尤其是对于信息内容产品的不同需求，传输高度个
性化内容产品。所以说，新媒体出现，是我们进入异质化传播
时代的标志。

传统媒体大众传播的高同质化结果就是媒介产业化，也
就是追求商业利润最大化。西方四大通讯社之一的塔斯社每
天提供着全球90%以上的新闻。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的并购
使美国的电视内容产品占据了全球电视播出量的60%以上，
而这一比例在电影市场上则更高。而以数字化互联网技术为
基础的新媒体，则是建立起了一种新的技术化人际互动传播
结构，变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为双向互动传播，实现了“点对
点”的信息传播与交流。这就意味着任何社会个体，只要拥有
一台计算机、一台调制解调器和一根电话线，或拥有一部通过
无线上网的手机、电脑等终端，就可以进入全球化的知识和信
息系统，与网络上的任何一个信息终端进行实时交流。这一传
播结构使得特定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每接触一次信息终端，都
可以产生新的信息，并以更快的速度进入新一轮的传播。这种
新的传播模式将人、信息和媒介合为一体。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传播技术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使二
者在信息采集、处理和传播方式上有着很大的区别。从传播技
术角度来看，新媒体主要是以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为基础，以
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作为运作平台
的媒体形态，使用有线、无线通道的传送方式，如互联网、手机
媒体、移动电视、电子报纸等等。而新媒体传播的信息，主要是
以声音、文字、图形、影像等复合形式呈现的，具有很高的科技
含量，可以进行跨媒体、跨时空的信息传播。

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已经具有了开放性、多元化、交互
性、分众化、全息性等系统性的基本特征。因此，新媒体不是数
字媒体、网络媒体、移动媒体的简单组合，而是有统一性和整体
性的统一体。这种整体的特征确定了传播系统的性质和形态。

从媒介的功能作用与社会影响的角度理解，媒介作为承
载、传递社会信息的工具，一旦进入信息流程，便以其自身的
特征与活力，对社会及其成员产生有力的影响。每一种新媒介
的出现都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飞跃，都会在文化领域产生革
命性变革,极大地改变人类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给人类社
会带来许多新的变化。新媒体发展对世界文化传播方式的改
变和传播格局变革无疑是颠覆性的，其对众多媒体的融合和
全信息平台的建立已经在不自觉中开始了国际传媒秩序的重
构，尤其是在多文化传播方面，其势已远非旧秩序主导力量和
因素可抵挡。 （摘自：人民网）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传播策略
新媒体发展
与国际传媒秩序重构

从一份小报起家，媒体帝国辗转三
大洲，74岁进军互联网行业，并购之路
延伸半个多世纪，拥有近百亿身家，三
任妻子，一段震撼世界的忘年恋……
“卖给谁都行，不要卖给默多克”
———《华尔街日报》（2007年 5 月

31日）
2007年 7月 31日，新闻集团以 50

亿美元成功收购道琼斯。
从一份小报起家，媒体帝国辗转三

大洲，74岁进军互联网行业，并购之路延
伸半个多世纪，拥有近百亿身家，三任妻
子，一段震撼世界的忘年恋……

究竟是什么使得鲁珀特·默多克能
这般如日中天？

谁人不识默多克

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
从来不会端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子，在
他身上你甚至都看不到成功人士惯有
的傲慢态度。但是，他在新闻界浮沉多
年之后也开始意识到，在收购了自己梦
寐以求的道琼斯公司和《华尔街日报》
之后，他和自己的公司新闻集团将在
世人的瞩目中，去履行更加崇高的使
命。
默多克开始意识到收购道琼斯公

司是一个提升自己公司品牌形象的大
好契机，原先他是不太看得上这种营
销手段的。他甚至想过要改变新闻集
团的名称，这个普通得让人感到有些
沉闷的名称容易把人的思绪拉回到创
业之初，当年他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创立的第一份报纸就是《阿德莱德新

闻报》，而他想要起一个能真正体现公
司存在意义的新名字。

默多克用整版的宣传文章施放了
一些烟幕弹，文中宣称，当他接手报社
的第一天，就会遭遇劲敌《华尔街日
报》，尤其是《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
的挑战。
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内奸”。

而另一篇文章则想要把新闻集团打上
“海盗”的烙印，这篇文章指出，新闻集
团在运营 50年以来，即便说不上是一
个十足的“违法乱纪者”，也还是……
自我反思并不是新闻集团典型的

企业文化。这使得新闻集团内部人士
会带着不安的情绪去猜测，大老板为
什么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到底是为
什么。

家族秘密

默多克已经拥有全世界第二重要
的报纸，打造出了全球最成功的媒体公
司，也可以称得上是全世界最具影响力
的商人（至少是戴着这种光环时间最长
的商人），他为什么会不想要享受辉煌
成就以及别人的歌功颂德呢？（不过，也
有人提出另一种实际的观点，默多克这
辈子都在生意场上辛苦打拼，恨不得每
分钟都要做成一笔生意，可人们却觉得
新闻集团版图的扩张似乎缺乏意义和
精心的规划。不过没关系。）
实际上，默多克还是有些沾沾自

喜的，他正享受着成功带给他的晕眩
感。当收购《华尔街日报》的交易完成
后，他感觉有些筋疲力尽了。在交易的

谈判过程中，他把自己的期待和兴奋
都压抑在心中，因此当交易成功后，他
有精力透支的虚脱感。也许成功收购
《华尔街日报》是默多克人生成就中难
以逾越的一座丰碑，而不仅仅是通往
下一个更高目标的中转站。

但是，还有其他的麻烦事。默多克
要考虑家族遗产问题，太太邓文迪给
他生下了两个小女儿，格蕾丝于 2001
年出生，克洛伊于 2003年降生。格蕾
丝和克洛伊会怎样看待自己的父亲，
又该怎样看待她们的未来呢？另外，默
多克还有 4个成年子女，他需要考虑
留给这几个孩子的公司对他们而言到
底意味着什么。这也是默多克的女婿、
公关高手马修·弗洛伊德时常向岳父
提出的建议：品牌也是一种无形资产，
品牌越大，那么子女得到的遗产也就
越多。

默多克还要考虑 42岁的第三任
妻子邓文迪。她精力充沛，发展空间广
阔，拥有雄心壮志，如果给她机会的
话，她有可能会像默多克一样成功。或
许，这对夫妻会成为竞争对手。

默多克已经是 80岁的老人了，对
他这样一个知天命、不骄狂的人来说，
也许该立遗嘱了。如果不趁现在，又待
何时呢？

报界肉搏大战

如果把默多克收购屡有大动作的
原因归于他想要获得更多名望，那就错
了。

你可以发现这样一点，吸引默多

克做大新闻集团品牌的原因，并不是
他想将公司打造成商业帝国，而是要
给他反感的人一点颜色看看。默多克
收购《华尔街日报》一事就是想向世界
传递一个声音：他才是胜者。

对于很多记者而言，与默多克对着
干已经成为自己职场生涯的主要动力。
《纽约时报》执行主编比尔·凯勒和他的
老板、《纽约时报》发行人小阿瑟·苏兹贝
格逢人就说，听默多克在鸡尾酒会上讲
笑话真是一个记者这辈子最悲哀的事
了。比尔·凯勒还嘲笑新闻集团的发言人
加里·金斯伯格说：“你怎么能给那样的
人卖命呢？”后来《纽约时报》日益把“非
默多克报纸”当成了自己的身份标签。

同行对默多克的这种评判和他自
己的看法相近：世上分为两种人，第一
种人看不上他，这就使得他也更讨厌
这种人；第二种人是替他工作的，自然
也是对他顶礼膜拜的。

现在，默多克也在向越来越多的
人宣扬自己残酷的动机，他想把《华尔
街日报》当做和《纽约时报》分庭抗礼
的斧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纽
约时报》是藐视默多克的大本营。

如果说世上最好的报纸有两份的
话，那么默多克收购其中一份的目的
是要把另一份报纸给搞垮（新闻集团
外的记者认为，默多克有可能毁掉《华
尔街日报》）。对于默多克本人而言，这
就像一种寻仇行为，也有可能是一种
可行的商业战略。

这是报界的一场肉搏大战，也有可
能是最后一场大战了。

（摘自《中国证券报》）

传媒大王默多克：一个人的帝国

王雪野

从媒介的功能作用与社会影响的角度理
解，媒介作为承载、传递社会信息的工具，一
旦进入信息流程，便以其自身的特征与活力，
对社会及其成员产生有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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