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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媒体在新媒体时代面临的挑战与发展策略
冯健健

(天津天视翔融传媒有限公司,天津 300201)

新媒体(New Media)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含的种类也很多，比

较常见的有：门户网站、视频网站、微博、微信、网络电视、APP 等等。

对人们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当属网络媒体与手机媒体，极大地改变

了人们的收看习惯与生活方式，从而引发传播方式、商业模式也开

始新的变革。报纸首当其冲，经历震荡之后快速转型。电视媒体紧跟

其后，一定要抓住“内容为王”的理念，强化阵地意识，借助互联网技

术与信息技术的优势，迈开交互化、数字化、网络化的步伐，与时俱

进的应对挑战。

1 新媒体时代电视媒体面临的挑战

1.1 受众习惯发生转变

网络环境下，线性的顺序播放被打破，受众可以按照自己的时

间进行内容的选择性观看。例如：王阿姨想看电视台晚间档播出的

电视剧，以前只能跟随于电视台的播出时间进行观看。新媒体时代，

王阿姨只需要登陆视频网站，甚至是通过手机媒体就可以进行不同

剧目的选择，时间也能自由安排，还能反复收看。在空间设备选择

上，也不用拘泥于室内的电视终端，不同地点只需一部手机或者移

动设备就能完成观看。所以，新媒体的出现，让电视媒体多年培养的

受众收看习惯发生了改变，时间与空间都不再受限制。

1.2 电视媒体成为被选择对象

网络没有大行其道之前，电视媒体结合视频、图文、色彩的动态

传播被大众喜爱。但是，新媒体出现之后，电视媒体中使用的视频技

术不再是吸引广大受众的必要手段，特别是年轻受众，他们的思维

更加活跃，更喜欢接受新兴事物，有声小说、网络文学、甚至多种样

态的 APP 等等，新媒体多种应用手段满足了年轻人的不同需求。电

视媒体的角色从向受众强势输出，变成被受众选择。

1.3 绝对优势逐步弱化

截至目前，电视媒体依旧是有社会影响力的媒体，在传达公共

政策、引导社会舆论、影响消费者决策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电视媒体的绝对优势在逐步被分流，受众

可获取信息的渠道在增多，新闻的来源以及信息的分享不再局限于

电视等传统媒体。电视新闻的时效性在新媒体渠道同样可以实现，

甚至速度更快。但是，不得不说新媒体的新闻质量良莠不齐，严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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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闻性也褒贬不一。在某种程度上，做不到电视媒体的舆论正确

引导与社会责任并重。在电视剧方面，曾经的一剧四星、一剧两星不

再是主流，台网联动从电视节目制作已经逐步覆盖到电视剧的播

出，有的电视剧甚至是“先网后台”，比如：《破冰行动》《琅琊榜 2》

等；乃至“只网不台”，视频网站的步步紧逼，导致二三线卫视节节败

退，一线卫视竞争优势大幅下滑。

2 电视新闻的转型思考与发展策略

新媒体来势汹汹，媒体的更替仍在继续。但是，电视媒体面对压

力必须认清现实，媒体融合发展已经是必要手段，转型之路道阻且

长。思维先行，抱持学习的心态正确看待新媒体，探索电视媒体在新

媒体时代背景下的新发展。比如：台网融合发展、台网联动内容合

作；电视媒体建立自己的官方网站；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实现交

互等等。

2.1 借势新媒体，走融媒整合之路

新媒体具有信息发布和更新的及时性、互动性、开放性的优势。

但是，电视媒体的权威性、公信力和原创性的优势，是新媒体难以复

制和克隆的。认识不同媒体的优势，谋求媒体的融合发展是顺应时

代进步的必然趋势。融合发展的方式很多，包括技术手段、盈利方

式、传播模式等方面。现在，几乎所有的电视媒体都适时开通了微信

公众号；建立新闻客户端；搭建广电系统自己的网站；利用新媒体平

台建立双向反馈机制，通过受众的及时反馈来掌握受众需求，实现

与受众的互动交流。

不管是时代的客观发展，还是受众的主观需求，融媒整合发展

都显得至关重要。2018 年，先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建，后有大连

新闻传媒集团的揭牌成立，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组建。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海河传媒中心将天津日报社、今晚报社、天津广播电视台

职责整合，也给国内其他省份的融媒整合发展提供参考。

2.2 大小屏融合，电视阵地不能丢

截至到 2020 年 12 月，我国的手机网民规模达 9.86 亿，使用手

机上网的比例为 99.7%。网民增长的主体由青年群体向未成年和老

年群体转化的趋势日趋明显，60 岁以上网民在总体中的占比高

11.0 个百分点，构成了多元庞大的数字社会。由此可见，受众对小屏

的依赖程度越发明显，即使作为电视大屏收视主力军的老年人也在

逐步向小屏幕倾斜。“大小屏互动”对于电视媒体尤为重要，微博、微

信、视频号等都成为大小屏互动必要的渠道，电视媒体在这个方面

已经有多种渠道的尝试，上述也做了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在第九届中国电视南方论坛上，中国社科院的冷凇先生提出：

“不要盲目唱衰电视，因为没有电视就没有朋友圈的刷屏传播。”智

能时代，电视依旧是核心的“家庭入口”，小米、腾讯等互联网携智能

电视和盒子等硬件及应用，纷纷加入“家庭入口”争夺战。电视做为

电视媒体的主载体，正受到多方冲击，如果盲目的只依靠“内容为

王”这一单线思路，必然会延误转型的良机。IPTV（交互式网络电

视）的出现，称得上是电视媒体的一种变革，集合互联网、多媒体、通

讯等多种技术手段于一体，向家庭用户提供包括数字电视在内的多

种交互式服务。从某种程度上讲，IPTV 实现了大小屏互动，将受众

留在了“家庭入口”。

未来，电视不再是电视媒体的唯一载体，这就要求电视媒体的

从业人员既要拓展媒体融合的发展之路，还要保卫自有阵地不丢

失。在此重压之下，电视媒体也不要太过悲观。毕竟，大小屏融合，作

为大屏的电视是传播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

力与传播力。

2.3 电视媒体的发展策略

新兴媒体崛起下电视媒体也要有新的发展，从内容到营销都要

进行新的布局。

2.3.1 深耕“内容为王”

不论在什么时代，优质的内容一定最具传播力。电视媒体从业

团队从制作经验上非常丰富，专业团队的能力不容小觑。在专业领

域，持续的创新“内容”，结合网络热点话题、深挖社会价值，将新媒

体的内容进行转嫁，做创新性的内容包装制作；并运用新媒体的技

术手段，通过媒体融合的多渠道进行传播，使得内容更加符合现代

受众的收看习惯，从而更加精准的发挥电视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

2.3.2 多屏互联共生

新媒体时代，也是一个互联共生的时代。早在几年前，门户网站

与视频媒体也没想到短视频媒体（抖音、快手）会崛起的如此快速，

似乎一夜之间自媒体时代来临了。我们没有预测未来的先知能力，

但是可以遵循已有的规律进行总结。任何一个新事物的到来，从心

态上不要排斥它，只有充分的了解它的构成，才能做出针对性的应

对策略。电视、电脑、手机注定是要多屏互动的态势，这就要求电视

媒体人在节目的制作上，更要符合多屏的诉求，让电视媒体的优势

向着多媒体的领域发展，持续增强电视媒体的竞争力。

2.3.3 差异化品牌营销

不同于一般消费品，品牌不会随消费行为结束而消失，是一种

无形的巨大资产。电视媒体的品牌价值，更需要受众的好口碑，其产

生的影响力不可估量。在当前日益复杂的环境中，媒体领域的竞争

越来越凸显品牌优势。例如：差异化节目的制作，突出主持人的辨识

度，频道的整体包装等等。品牌具有延续性效应，电视媒体若能树立

自身品牌效应，为拓展新媒体业务提供品牌基础，形成多媒体平台

资源共享、互推良性发展的格局，才能让电视媒体达到融合发展的

理想状态。

综上所述，新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时空界限，也让电视媒

体看中此契机。电视媒体借助新媒体个性化突出、受众选择性增多、

表现形式多样、信息发布实时等特点，结合自身优势进行了多媒体

渠道整合，实现电视媒体数字化、网络化的传播目的。随着科技的不

断发展进步、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 + 等先进产业的发展，新兴媒

体必将对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应用带来新的机遇。这也要求电视媒体

要时刻抓住机遇，以开放创新的态度做好转型准备，顺应时代发展

与技术进步的大方向，长久的良性的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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