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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环境下电信、广电和出版
三大产业的融合与发展

麻娜娜

（北京印刷学院 新闻出版学院，北京 １０２６００）

［摘　要］由于电信、广电和出版三大产业在所提供的具体的信息产品或服务、使用的技术、市场领
域等方面有很大差异，存在明显的技术边界、业务边界、运作边界和市场边界，１９９０年代之前，它们
在产业分类上被区分为电信业、广电业和出版业三大类，形成三大产业分立的局面。随着信息技术

的发展和相关产业政策的不断调整，电信业、广电业、出版业迎来了产业融合浪潮，为经济增长注入

了新的活力。在数字环境下，电信业、广电业和出版业之间相互渗透、融合，产生了新的信息产品或

服务。电信业的手机阅读发展势头良好，并以３Ｇ技术为依托，全面开发３Ｇ业务；广电业的电视节
目数字化制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大媒体集团渐成规模；出版业积极拓展数字出版领域，颠覆传统图

书出版产业的业务模式、业务流程和营销方式，利用新技术打造全媒体出版。这三大产业正在打破

传统产业运作模式，呈现出一种新的产业经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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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电信、广电和出版三
大产业的融合已成为现代传媒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学者多从理论框

架、路径选择、某一产业面临的困境及发展对策等方

面对这一融合现象进行分析和研究。本文拟在综合

电信、广电、出版三大产业融合成因分析的基础上，

结合业界发展动态，揭示这三大产业在数字环境下

的产业融合趋势。

　　一、传统电信、广电和出版三大产业

的分立

　　机械生产及其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农业时代
（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经济方式，使生产与消费相

分离，分工渐趋成熟，形成了具有固定边界的产业部

门。这些固定化的产业边界与工业化生产方式联系

在一起，使工业技术的每一步发展都在生产上扩大

了分工，并对这种固定化的产业边界起到进一步强

化作用，从而使产业边界越来越清晰。这种具有固

定化边界的产业分工被称为产业分立。

产业边界是对产业分立进行分析的一个必要理

论基础，然而产业边界这一概念在传统产业经济理

论中并未明确提出。鉴于其对于研究产业分立的重

要性，周振华［１］从理论抽象角度，确定产业边界的４
种基本类型为：技术边界、业务边界、运作边界和市

场边界。技术边界，即每一个产业是用一种特定的

技术手段及装备和与此相适应的工艺流程来生产某

一种产品；业务边界，即每一个产业通过不同的投入

产出方式向消费者提供其产品或服务，并形成自身

独特的价值链；运作边界，即每一个产业的活动有其

特定的基础平台及其配套条件；市场边界，即每一个

产业的交易是在一个特定的市场（包括其规模、区

域等）通过不同的环节与流转方式进行。由于笔者

认为运作边界和技术边界存在交叉之处，因此，本文

着重就技术边界、业务边界和市场边界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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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尽管电信、广电和出版三大产业提供的产品都

可划归为信息产品或服务，但由于它们所提供的具

体的产品和服务、使用的技术、市场领域等有很大差

异，存在明显的技术边界、业务边界、运作边界和市

场边界。因此，像其他产业部门一样，１９９０年代之
前，它们在产业分类上通常被区分为电信业、广电业

（广播电视业）和出版业三大类。

就技术边界而言，电信、广电、出版三大产业的

分立集中表现在信息传送平台、信息接收终端的差

异性。在信息传送平台方面，这三个产业拥有各自

独立的传递信息产品或服务的网络平台。如电信业

的电信网、广电业的广播电视网、出版业的有形分发

网。在信息接收终端方面，这三个产业提供信息产

品的终端设备均为专用设备，用户只能使用特定的

设备接收特定的信息。例如，接收双向语音信息需

要使用电话机；接收单向声音和图像需要分别使用

收音机和电视机；接收单向的文字信息需要文本资

料。尽管信息产品和传送网络会存在交叉现象，如

传送双向文件和数据既可通过电信业的电信网，也

可通过出版业的有形分发网，但从总体上来看，不同

的信息产品与其传输网络和接收终端基本上存在一

一对应关系。

就业务边界而言，电信、广电、出版三大产业的

分立表现在分别提供不同的产品或服务。电信业提

供的是点对点的信息传递，通常指电话、电报、传真

等，信息在特定用户———发送方与接收方之间进行

相互交换；广播电视业提供的是声音、图像等信息服

务；出版业提供的是书、报、刊、ＣＤ等产品。这些信
息产品或服务针对的是不同用户的不同需求，不具

有替代性。

就市场边界而言，传统独立性媒介产业之间往

往是一种纵向一体化的市场结构，有各自分割的市

场领地。［２］电信、广电、出版三大产业各自在市场中

相对独立，它们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

　　二、数字环境下电信、广电、出版三

大产业融合的成因

　　１．电信、广电、出版三大产业融合的内部条件
早在１９７８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

尼葛洛教授就用三个圆圈来描述计算机、印刷和广

播电视三者的技术边界，认为三个圆圈的相交处将

会成为发展最快、创新最多的领域。随着产业融合

发生的领域不断扩大，学术界关于产业融合的研究

及其概念的界定也在不断发展。进入２０世纪后，哈

佛大学的欧丁格和法国作家罗尔与敏斯试图用创造

的新词 Ｃｏｍｐｕｎｃｔｉｏｎｓ和 Ｔｅｌｅｍｅｔｒｉｑｕ来反映数字融
合的发展趋势。［３］欧洲委员会绿皮书、美国学者

Ｙｏｆｆｉｅ、日本经济学家植草益以及中国学者周振华、
马健等［４－７］都对产业融合做出了不同的定义。无论

怎样定义，产业融合都是对产业分立的否定，标志着

原有固定化产业边界（技术边界、业务边界、市场边

界）的模糊甚至消失，以及技术融合、业务融合与市

场融合的实现。

（１）技术融合是产业融合的前提条件。技术是
产业融合的内在驱动力。没有技术的迅速发展，就

不会出现技术融合，而没有技术融合，产业融合也就

无从谈起。１９世纪中期到２０世纪中期，在信息领
域主要采用的是模拟技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

展，１９９０年代后期，数字技术与电子计算机相伴相
生，它借助一定的设备将各种信息（图、文、声、像

等）转化为电子计算机能识别的二进制数字“０”和
“１”后进行运算、加工、存储、传送、传播、还原，使媒
介传输的信息产品或服务融合为一种传输方式，并

导致在线报刊、在线视频等数字产品的大量涌现。

此外，网络技术尤其是 ＩＰ技术，以一种共同的地址
界定方式和开放而非独家专用的标准，不仅将计算

机联在一起，并采用分散式结构处理多媒体，而且使

不同网络之间只需增加网络智能即可相联通，独立

的各种网络联网时不需要进行复杂的信息交换。［８］

随着ＩＰ技术的发展，以ＩＰ协议为基础的网络（互联
网）正成为各种环境中的主流网络方式。

在信息化时代，信息传播技术在电信业、广电

业、出版业之间扩散并广泛渗透，为这三大产业的融

合提供了一个平台。此外，信息接收终端也不断趋

于融合。例如，近些年随着手机功能的不断完善，手

机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阅读终端，人们可以

通过手机上网、读书、看报、看电视……可见，信息化

使电信、广电、出版三大产业之间有了共同的技术基

础，原有的技术边界正在被打破。

（２）业务融合与技术融合是相关联的。打破技
术壁垒，实现技术融合后，原有的核心技能和知识基

础、产品生产流程、业务结构等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

影响。在产业分立阶段，电信、广电、出版三大产业

所经营的业务范围各不相同，但随着技术融合的不

断推进，三大产业间的业务融合也进一步扩大。如

手机增值业务使得手机电视、手机阅读等产品出现。

与此相对应的服务融合同样使信息传播的方式及内

容的选择具有了可替代性，为用户的生活方式和工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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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式带来了很大程度的便利。

（３）市场融合是技术融合与业务融合的最终结
果。业务融合后，电信、广电、出版三大产业间的业

务联系日渐紧密，从而能为社会提供替代性很强的

信息产品或服务。在共同的技术基础上，使用同一

接收终端设备的用户由一种产品的消费者变成了多

种产品的消费者，消费者趋向统一，进而导致消费市

场趋向统一。产品融合后，原来呈线性的市场结构

相互交叉，呈复杂的网状结构，并出现相互竞争－合
作的关系。因此，市场融合只有做到技术与业务的

融合，才能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同时，技术融合和

业务融合应以市场融合为导向，才能创造出新的产

品或服务来满足更多的市场需求。

２．电信、广电、出版三大产业融合的外部原因
我们在讨论技术、业务、市场融合的同时，不能

忽视相关产业政策的变化对产业融合的影响。制度

就是产业融合的外部推动力。

由于我国电信和广电所属部门不同、体制不同、

追求的效益也不同，一直以来，国家对电信、广电控

制严格，严禁二者之间出现任何业务上的融合。但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国家对电信、广电之间产业融

合的政策逐步进行了调整。２００８年，在国办发
［２００８］１号文中明确提出推进“三网融合”，要“在
确保广播电视安全传输的前提下，建立和完善适应

‘三网融合’发展要求的运营服务机制。鼓励广播

电视机构利用国家公用通信网和广播电视网等信息

网络提供数字电视服务和增值电信业务。在符合国

家有关投融资政策的前提下，支持包括国有电信企

业在内的国有资本参与数字电视接入网络建设和电

视接收端数字化改造”［９］。国家广电总局在 ２００９
年４月１４日发布的《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
划》中要求，“落实数字电视产业政策，推进“三网融

合”［１０］。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５日，国发［２００９］２６号文明
确指出：“落实国家相关规定，实现广电和电信企业

的双向进入，推动‘三网融合’取得实质性进展（工

业和信息化部、广电总局、发改委、财政部负

责）。”［１１］国家对电信、广电等产业融合的相关政策

贯穿始终，这对电信、广电、出版三大产业的融合产

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数字环境下电信、广电、出版三

大产业融合发展趋势

　　在数字环境下，电信业、广电业和出版业之间相
互渗透、融合，利用新的生产模式，产生新的信息产

品，从而形成三大产业逐渐融合的发展趋势。

１．电信业的新发展
（１）电信业中的手机阅读发展势头良好。通过

技术融合，网络运营商、软件开发商和电信公司不断

渗透到出版行业中，其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网络出版

物和手机出版物的出现。作为便携式手持终端，手

机是最被看好的新媒体。２００８年底，中国移动在杭
州建立了阅读基地，该基地意在依托中国移动的用

户规模，集中各方资源来推广新的图书发行模式，推

进 Ｇ３电子阅读器的开发和推广。截至目前，与中
国移动手机阅读基地开展战略合作的共有中国作家

协会、中国出版集团等７９家单位，入库图书 ３０万
册。［１３］数据显示，２０１１年此举带来中国移动手机阅
读信息费收入１５亿元。［１３］同样，中国联通“沃阅读”
也有很好的发展，２０１１年访问量接近４０亿次，与多
家出版集团和内容提供商合作引入图书 １５
万册。［１４］

随着手机用户数量的激增及其自身功能的不断

完善，手机逐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阅读终端，

人们通过手机上网、读书、看报、娱乐等。因此，手机

报、手机出版物的发展势头迅猛，其前景被多家出版

机构看好。《扬州晚报》《新华日报》《扬子晚报》

《上海日报》等纷纷推出了手机报业务。

（２）电信业正以３Ｇ技术为依托，全面开发３Ｇ
业务。新一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使电信、广电、出版

三大产业在技术融合的基础上实现了产业融合。

３Ｇ（第三代通讯技术），是指将无线通信与国际互联
网等多媒体通信结合的新一代移动通信系统。它能

够处理图像、音乐、视频流等多种媒体形式，提供包

括网页浏览、电话会议、电子商务等多种信息服

务。［１５］与２Ｇ相比较，其传输声音、数据的速度极大
提高。未来的３Ｇ不仅能提供手机办公、视频通话、
手机电视、手机网游等服务，还将和社区网站相结

合，目前流行的微信、微博等已采取了此应用。

２．广电业的新发展
（１）广播电视数字化。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

迅猛，新技术使有线电视网络从原来的传输模拟节

目向数字化业务领域扩展。广播电视数字化使电视

机变成一个集公共传播、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交流

互动等多功能于一身的信息接收终端，可以向电信

业和互联网领域提供具有可替代性的数字产品，实

现业务融合。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全国有线数字电视用
户数分别为９７万、３９７万、１２６６万、２６８６万、４５２８
万户，增长势头明显。［１６］截至２００９年３月，全国已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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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有２２９个城市进行了数字化整体转换，其中１０６
个城市已经完成转换，广西、宁夏等地基本实现数字

化，北京、天津、青海、海南、贵州、吉林等地的城市有

线数字电视用户比例超过了 ５０％。［１６］电视节目数
字化制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２）大媒体集团渐成规模。基于技术融合与业
务融合，电信业、广电业、出版业之间出现融合，它们

之间打破了原有的产业分工的限制，实现了资源在

大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在产业重组、融

合过程中，信息产业之间的联盟不仅是实现产业融

合的一种有效形式，同时还可以使企业做大做强。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６日，中国最大的传媒集团———中国
广播影视集团正式挂牌成立。中国广播影视集团整

合了中央级广播电视、电影及广电网络公司的资源

和力量，如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

际广播电台、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等，成为综合性传媒

集团，经营广播、电视、电影、传输网络、互联网站、报

刊出版、影视艺术、科技开发、广告经营等业务，这使

我国传媒集团跨行业整合成为可能。而在国际上，

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维旺迪环球公司、迪士尼公

司、维亚康姆公司、贝塔斯曼公司等纷纷进军电影和

出版业，形成横跨出版业、影视业的大媒体集团。

３．出版业的新发展
（１）出版业正积极拓展数字出版领域。信息技

术、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内容———出版产品的重要组

成因素———在担任传统出版的重要投入要素这一角

色的同时，成为新兴出版物的生产要素。它们通过

技术融合，实现影视书刊互动、报网互动，逐渐形成

电信、广电、出版三大产业融合态势。网络运营商、

技术提供商、电信运营商通过技术渗透到传统出版

业中，通过开发电子书、网络出版物、手机出版物等

新产品，改变传统出版物的内容和形式。一些硬件

厂商，如汉王科技，通过研发“汉王阅读器”创造出

新的阅读方式，人们可以通过电子阅读器直接在电

子书上进行批注、修改和编辑。随着科技的进一步

发展，发光电子书、可以卷起来的电子书相继出现，

带给人们真实阅读的感觉。同时，一些数字出版企

业，如龙源期刊、万方数据、中国知网、中文在线、盛

大文学等，将大量的学术论文、文学作品、个人原创

作品放到互联网上供人们下载阅读并广泛传播。除

了这些新兴的数字出版企业外，传统出版社也积极

向数字出版领域迈进。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自

１９９３年开始研发《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版，截至
２０１１年已出版了１０多个版本；２０１１年出版了《中国

大百科全书数据库》，开发了手机版的《中国大百科

全书》；同时，与ｉＰａｄ合作的“掌上百科”也在积极研
发过程中。再如，被誉为“工具书的王国”的商务印

书馆开发的“商务印书馆·精品工具书数据库”，将

传统的内容与现代化的数字技术完美结合，打造出

我国首个权威性的工具书查检学习数字平台。这就

逐渐打破了出版业和电信业、广电业的技术边界，实

现了技术融合，为产业融合提供了前提条件。

（２）出版业正在颠覆传统图书出版产业的业务
模式、业务流程和营销方式。为了应对出版业与其

他产业的融合，它们进一步打破原有的业务边界，实

现业务融合。传统出版社纷纷利用信息技术建立新

的图书宣传和发行渠道。如利用网上书店、专业性

的团购网站进行图书销售，解决了物流配送和库存

问题；还通过网上书店中各类图书的销售排行榜、书

评等影响读者的消费选择；利用微博对图书信息进

行发布，开展作者与读者、出版社与读者之间的线上

线下活动，开创一种新的媒体营销模式。此外，产业

融合还减少了许多中间环节，节约了运营成本。据

《纽约时报》报道，亚马逊开始和作者直接签约，并

准备向他们开放部分后台数据。这样，过去是作

者—经纪人—出版社—亚马逊—读者的产业链条，

缩短为作者—亚马逊—读者。

（３）出版业积极利用新技术打造全媒体出版。
电信、广电、出版三大产业的融合标志着全媒体出版

时代的来临。全媒体出版，又称作“复合出版”或

“跨媒体出版”，中文在线董事长兼总裁童之磊先生

认为：“全媒体出版就是同一种内容通过多种媒体

同步出版。包括纸质媒体，也包括互联网、手机、阅

读器。”［１２］这样，一方面将图书以传统方式进行纸质

出版，另一方面以数字出版的方式将图书进行出版。

在全媒体出版时代，传统出版、数字出版、影视传播

实现产品服务一体化，２００８年，冯小刚的影视作品
《非诚勿扰》就是全媒体出版的首次尝试。

随着科技的发展，ＭＰＲ出版物（多媒体印刷读
物）成为全媒体出版的新成员。ＭＰＲ是一种专有创
新技术，它将二维条码编码解码技术、微距数码摄像

技术、语音压缩及播放技术和现代出版印刷技术进

行了整合，是集纸质印刷出版、音像出版、电子出版、

网络出版为一体的全媒体出版，使用这种技术可以

实现读者闻听看读的同步进行。目前 ＭＰＲ技术拥
有方深圳天朗时代公司已推出多种应用成果，包括

ＭＰＲ版本的《诗经》《楚辞》，与书法家合作的 ＭＰＲ
书法、国画作品，以及可以消除阅读障碍的 ＭＰＲ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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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读物等。

　　四、结语

信息产业的融合过程是一个全方位的动态过

程，需要实现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及市场融合，它摧

毁了传统产业经济运行的基础，呈现出一种新的产

业经济形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相关产业政策

的不断调整，电信业、广电业、出版业之间的产业融

合会迸发出更大的生命力，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

力。而在产业融合的过程中，电信、广电、出版三大

产业也将会加强资源整合的力度，充分利用自身的

优势资源在新一轮产业经济的发展中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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