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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以来，媒体圈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上海滩的新闻纸拽着情怀范儿告别，各地

许多都市报在猝不及防中仓皇离场，电视人一个接一个地毅然投奔其他行业······传统媒体

是否日薄西山，再度引起圈里圈外的大讨论。

代表委员是各个行业中的精英，他们现在偏好使用什么媒介？还有人看报纸吗？是否关

心网络信息源的出处？是否在意网络传播内容的公信力问题？对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

的生存发展怎么看？对新媒体发展趋势怎么看？将来，机器人能代替人类记者写稿吗？

两会期间，带着上述一系列问题，科技日报记者随机选取了 20 位代表委员，用质性的调

查方法对他们进行了深度访谈。在这次小调查中，有 3 人信息收集不完整，最终有效统计为

17人。

统计结果显示，由于“年龄偏大”“只信任传统媒体”等原因，有 4 人主要使用报纸、广

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由于利用碎片化时间阅读，有 6 人主要使用网络、微信、手机客户端

等新媒体；另外 7 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一起使用。其中，有 14 人表示非常注重信息源，

对网络信息会审慎的过滤。3 人表示有时注重信息源，比如对信息持怀疑态度的时候，才

会加以核实。

关于媒介公信力的问题，15 人认为主流媒体最具公信力，即“党报党刊大报大台”

及依托其建立的网站，以及大型门户网站；2 人认为需要视情况而定，例如，对于政策性

信息当然信赖主流媒体，但对于社会性新闻，通过网络能够了解得更加全面立体。

关于未来机器人写稿的问题，10 人认为不可能，主要认为人写稿带有主观情感，机

器人做不到；4 人认为能部分替代，主要认为机器人可以完成具有简单要素的客观稿

件，但深度的、需要逻辑思维的文章机器人写不了；出于对技术进步的信心，有 1 人认

为有可能完全替代；另外 2 人认为不好说。

今 天 ，你 还 看 报 纸 吗 ？
——两会代表委员媒介使用习惯调查

■ 本报记者 杨 雪

王向朝委员自认自己是个非常 out 的

人，他没有微博，也没什么时间上网，但是，

他离不开手机。他的微信里，有十几个群，

从工作到生活，从同事到亲友，他扮演着不

同角色，也获取着不同信息。

“我不会特意去看新闻了，但是只要我微

信在线，重大新闻我还都能知道。”去年 8·12

天津爆炸案的消息，他就是从微信群上看到

的。在谷歌阿尔法围棋和李世石进行对弈之

前，不怎么上网的王向朝完全不知道；但是比

赛结果一出来，他的微信群就沸腾了，他才知

道，哟，原来人工智能下赢了顶尖棋手。

用手机获取信息，并不是王向朝的主动

选择。他实在没时间。身兼数职，科研工作

繁重，往往到了晚上入睡前，王向朝才能够

挤出时间看看手机，了解下自己周遭发生了

什么。“如果可以，我还是愿意看大屏幕，而

且，我也喜欢报纸。总觉得纸质的东西翻起

来更方便。当然，纸媒的市场是越来越小

了，但它还有存在的价值。”

虽然已经不怎么接触传统媒体，但王向

朝还是相信传统媒体。“遇到大新闻，我还是

相信党报党刊。他们有公信力。”就算是同

样的内容，王向朝也下意识地觉得，刊登在

报纸上的“更权威”。“很多报纸都有自己的

网站，但是我更看重报纸上的东西。报纸的

把关比网站更严格，内容更精干。”

所以，如果王向朝也要在微信群里发

言，他会深思熟虑，确保贴上去的消息真实

可靠：“我要找正规媒体确认。”

在人工智能成为热词的今天，机器会代

替记者写稿吗？王向朝想了想，说：“机器可

以帮人写稿子，可以代替人做一部分程序性

强、重复性强的工作。”他又补充感慨一句，

“但是像现在这样，面对面采访、聊天，这个

程序怎么编，机器人怎么写呀？”

王向朝：微信群是我的“新闻客户端”
本报记者 张盖伦

“朋友圈应该是书写心情、晒晒照片，发

表原创的地方。”湖北省卫计委主任杨云彦

委员对朋友圈里转发帖子的现象比较反感，

尤其是“不看后悔一辈子”“删帖之前赶紧

看”之类的标题党。他说，几个月前，居然又

在朋友圈里看到“悼念邵逸夫去世”的帖。

“邵逸夫先生去世已经几年了，这些转发的

人可能根本不知道邵逸夫是谁，就跟风转。”

不堪忍受朋友圈里的垃圾信息，他干脆把爱

转发刷屏的人屏蔽了。

杨云彦最享受的休闲时光是周末早上，

坐在沙发上喝着咖啡，看半小时电视新闻。

他认为，电视新闻的形式最立体，又有深度，是

获取信息最舒适的方式。不过，由于工作太

忙，杨云彦主要还是在电脑上看新闻。“手机上

的信息量有限，碰到感兴趣的事还得通过电

脑上搜索补充一些内容。”虽然用手机浏览器

确实变得方便，但杨云彦认为信息“快餐”吃多

了不仅乏味，还对身体不好，比如影响视力。

“阅读上还是报纸看着踏实。”杨云彦的

办公室订有武汉晚报，白天是顾不上看的，

但下班一定会记得带回家看。“这是对报纸

的情感和习惯。”杨云彦说，新闻纸只是一种

表现形式，报纸的内容永远都是核心。但

是，像今日头条、微信公众号这样转载报纸、

门户网站的原创内容，让人感觉传统媒体在

给新媒体打工。“记者像矿工，在一线出卖体

力，新媒体像煤老板，把利润大把赚走了。”

杨云彦:我把朋友圈里爱转发的人屏蔽了
本报记者 杨 雪

“新媒体可信度不高，除非是依附于传统

媒体的新媒体。”全国人大代表、天能集团董

事长张天任是一位地道的传统媒体“粉丝”。

由于年龄偏大、阅读习惯等原因，他基

本不使用新媒体获取信息。在他看来，新

媒体有其致命的硬伤：可信度。

比如春节期间网络舆论颇为关注的“上

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事件，尽管张天任也

听说了。但是这起最终被揭穿的假新闻事

件，让他再次得出新媒体“不牢靠”的印象。

不过，他也在反思，为什么我们的主流媒

体发声较弱，给网络信息和小报小刊可乘之

机？他认为，传播渠道中每一个环节的新闻

工作者需要提升自身素质，而不是一转了之。

说起对党报党刊、大报大台的印象，张

天任一连用两个“很权威”来评价。他告诉

记者，由于每天的事务繁杂，留给他阅读新

闻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经营企业需要依

靠大量的数据、信息进行判断决策，这就导

致他必须选择公信力强的权威媒体获取信

息，党报党刊、大报大台也就成了他获取信

息内容的最重要途径。

但是，这位忠实的“粉丝”也在唱衰传

统媒体。他认为，未来传统媒体还会继续

存在，但是会逐步萎缩。而新媒体的未来

一定有非常大的空间，但是一定要与传统

媒体融合，二者缺一不可，最好是传统媒体

的新媒体化。

“机器人不可能替代人写稿。”张天任

说，稿件不是产品，它是思想的结晶。简单

的堆砌数据的稿件可以由机器人写，但是复

杂的稿件还是需要融入人的思想和判断。

张天任：新媒体“不牢靠”
本报记者 张 晔

华北宾馆，科技界的小组会场外，二十

种报纸和杂志摆在一张绿绒桌布上，任由

委员取阅。但大部分报纸杂志没人拿，留

到第二天被收走。

在不看纸质媒体的会场里，来自浙江

的医生李兰娟委员是为数不多的保留看报

纸习惯的人。政协小组会结束后，李兰娟

戴上眼镜，留在座位上开始看一份健康类

报纸。她告诉记者，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之

一，就是独自看报，她每次坐飞机，整段旅

程都在看报纸和杂志。

“我们这一代人很多有这个习惯，除了

看《新闻联播》，就是看报纸杂志。”李兰娟

说，自己尤其爱看医疗健康类报纸。

跟一般中老年人爱看养生文章还不一

样，李兰娟关心报纸上的专业信息。比如医

疗科技进展，李兰娟就很关心。“我们医院有

一台手术机器人，很好用。但很贵。”李兰娟

说，“我去年就提了一份提案，提议国家要研

发高端医疗器械，替代国外高价产品。”

像所有医卫同行，李兰娟还很关心医生待

遇的问题。她认为媒体在报道医患矛盾时并

不公平。“大家很少提到，中国的医生是世界同

行中最廉价的劳动力。中国医生是出于高度

的责任心，而不是为了收入去救死扶伤。”

李兰娟认为，医生是媒体炒作的受害

者，她说自己只接受有公信力的媒体，她期

待有一个公正的舆论环境。

李兰娟：最爱在飞机上看报纸
本报记者 高 博

当剧情逆转的时候，损失却已无法挽

回，“这都是假新闻惹的祸。”

沈志强是来自畜牧兽医界的代表。这几

年他所在的领域刚刚从“口蹄疫”“疯牛病”等

风波的冲击中缓过神儿来，尚未喘口大气，“僵

尸肉”的报道又排山倒海般袭来。这使得尚

未回暖的猪肉、牛肉销售又瞬间跌入低谷。

虽然事后证明这是则“旧闻”不断嫁接、

演绎而来的假新闻，但损失却已不可避免。

他领教了假新闻的厉害，却从此养成看

手机注意信源的习惯。于是，今年春节期

间，当所谓的“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事件

发生时，他第一反应是“这、这，可能吗？”

除了出差，他保持了每天看一小会儿电视的

习惯——实际上，一年到头，他大部分时间在出

差。看手机是必需的，厂房里，办公室，出差路上，

他娴熟地点击新闻、阅读并转发到“朋友圈”，与朋

友们分享这些行业信息。他说，这些是为了工作。

受过“伤害”的人总保持着对网络信息

的警惕，这种警惕也让他在 8·12 天津港爆

炸事件发生之后选择电视“以证真伪”。

1963 年出生的人保持着时代留给他的

印记，使他不会抛弃电视、报纸、杂志等阅读

习惯。但作为一名科研人，他也热情地拥抱

新技术，并不排斥兼容并蓄。

你问，“你认为机器人写稿能代人类记

者写稿吗？”他答，“你觉得机器能代替我去

给动物看病吗？”

沈志强：我们被假新闻害苦了
本报记者 王延斌

聊起春节期间是否关注到“上海姑娘逃

离江西农村”事件，攀枝花钢铁研究院钒钛

冶金所所长孙朝晖委员立马打开了话匣子。

“我家在江西也不是很富裕，图片上的

那些东西，我就觉得可疑。从上海带回来

个姑娘，就算男方家里再穷，春节那天总会

打扫干净的。结果事件发酵完了后，发现

是个假新闻。”事情过去这么久了，孙朝晖

仍愿意分享他的逻辑思考。

网络上，总充斥着这样一些完全未经

求证，就发布到网上吸引眼球的信息。孙

朝晖说，这些假消息在微信微博上应该是

传播最快的。网络信息需要提升公信力，

要加强这方面的信息管理。有时候，视频

都是假的，让人觉得挺闹心。“越吸引眼球

的东西，貌似炒作的程度越高。”

孙朝晖：抓人眼球的事炒作嫌疑大
本报记者 俞慧友

“有了手机，我现在基本不看报纸了。”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

院长王名形容自己是一个重度的网络阅读

者。“我主要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阅读。”在

王名看来，移动媒体平台在信息传播方面

具有快速、海量、立体、交互等优势。

对于当前虚假网络信息泛滥的情况，

王名表示需要自身加强信息甄别能力。他

表示自己一般看到信息的第一时间都会关

注这条信息的具体出处与来源。而对于信

息的真伪判断，他认为需要从不同信源加

以互相印证和比较，进而甄别信息是否真

实。“我的经验是，如果一个网络信息至少

有三个以上不同的信源来加以证实，那么

这条网络信息的真实性会比较高。”

在信息的可信度和公信力方面，王名

认为，传统媒体有着非常严格而完整的审

核和把关制度，进而能够过滤掉虚假信息，

这是传统媒体的优势，也是当前新媒体存

在的不足之处。

机器人会代替人类写稿吗?王名认为这种

情况发生的概率很小。“最重要的是，人在写作

中注入了情感因素，这都是机器做不到的，这

也表明了人比机器具有更大的创造力。”

王名：第一时间关注信息源
本报记者 王 飞

“平时工作忙，上网看新闻多。但是有时间，

还是愿意端一杯茶，拿一份报纸，静静享受一下

时光。”全国人大代表罗平还是有“纸媒情结”。

她承认，现在看报纸的人确实很少，因

为大家都没有整块时间认认真真去阅读。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报纸上

还有很多很好的文章值得一读。

在罗平看来，新媒体的信息实在太庞

杂，没有时间对其中的内容好好甄别、好好

思考。“就像屋子里放满了各种各样的东

西，没有整理，乱成一团，你有时无法很快

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所以相比之下，报

纸和杂志上的内容更值得信赖。

“我们家里的老人还是很喜欢看报纸，每

天都拿着老花镜仔仔细细地读。”罗平说，家

里不但给老人订了一些晚报类和文摘类的报

纸，自己也会订一些杂志，出差时带上几本，

可以在路途上打发时光。“我还是不愿意天天

看屏幕，对视力影响大，而且或多或少存在深

度不够、信度不高等问题。我更愿意读一些

内涵丰富、有见地、有深度的资料。”

“我觉得传统媒体不会被取代，”罗平

笃定地告诉记者，“它还是会拥有自己的受

众，拥有喜欢它的群体。”

罗平：有时间还是愿意看纸媒
本报记者 刘园园

“8·12 天津港爆炸事件，您首先是通过

什么渠道获悉的？”

“手机短信。”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

海药物研究所陈凯先委员回答科技日报记者。

“啊？短信？”记者满脸错愕。这样突发

性灾难事件，竟然能第一时间发到老院士的

手机上，如此能迅速告知重大事件的“短

信”，着实让人费解。

“是这样的，我的手机每天能收到凤凰

网发来的新闻信息。”院士解释。

原来是新闻客户端。

“我不会用互联网的很多新鲜东西，比

如微信，微博等。平时工作真的太忙了，没

时间研究这些。但我手机里有新闻客户端，

能随时随地快捷的看新闻。”说起这个时髦

客户端，院士显然很满意。

陈凯先：老院士爱上新闻客户端
本报记者 俞慧友

■专家点评

我不赞同把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做出泾渭

分明的区分。现在绝大多数纸质媒体，都拥

有自己的网站、微博或微信公共号，都在尝试

融合发展，所以再作这样的区分意义不大。

对于部分网站无偿转载纸媒报道、不劳而

获的问题，做好版权保护工作非常关键。但我

不认为版权保护工作做好了，报纸就会比现

在活得更好。当年报纸的兴盛在某种程度上

是依赖信息的稀缺以及对信息的垄断。而在

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这种垄断早已

被打破，报纸尤其是综合性报纸通过内容付

费维持生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至于未来媒体行业的发展前景，可能

会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一是依靠国家

财政支持进一步向公益性靠近的国有媒

体，二是由大企业出资创办的商业性媒体，

三是靠受众打赏、社会众筹模式生存下来

的自媒体。不过无论哪种模式，“去纸化”

是未来纸质媒体发展的必然趋势。

（本报记者刘园园整理）

新旧媒体早无泾渭之分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 张志安

机器人写的稿，主要是需要简单判断

的常规性报道，比如财经新闻里的简单数

字报表，让机器来做，反而更有效率、准确

度更高。

但是，这些信息只是一些辅助性判断，

真正能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是我们的

深度报道、解释性报道和调查报道，人工智

能无法进行。目前来看，机器人和记者的

角色还不能相提并论，更不用谈“替代”，它

只是新闻机构的辅助工具。

虽然，人工智能还远没有达到重塑新

闻业的地步，但是互联网确实在某种程度

上，变革了新闻业。从介质上看，纸质媒体

将不再是主流，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传统媒体仍然是目前新闻内容的主要

供应者，为什么会有给电子媒介免费打工

的感觉？因为传统媒体的媒介融合仍然不

够深入，传统媒体和其网站、手机版本两张

皮的现象没有彻底解决。其实，传统媒体

应该把自己定位为“专业媒体”，用符合现

代人阅读习惯的介质，来传递高质量的内

容。一旦变革成功，将会获得新的发展势

头，来一场华丽回归。

所以，专业媒体并非没有机会，未来

发展方向仍然是继续做专业；如果对自

己 降 低 标 准 、一 味 通 俗 化 ，那 就 是 自 毁

长城。

（本报记者张盖伦整理）

专业媒体可迎来华丽转身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赵云泽

传统媒体丧失的只是渠道，在互联网

上，如果是新闻内容，80%甚至 90%以上的

内容依然由传统媒体生产，有多少新闻从

最早的线索跟进到最后的报道进行，是由

新媒体完成呢？

传统媒体丧失渠道，很大的问题是他

们的商业模式出现了问题——新闻免费被

人使用，而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也没有保

护新闻媒体的内容权益。

而且，中国的传统媒体实在数量众多，一

些传统媒体本身就没有足够的原创力量，因

此也不是每家媒体都有能力凭借内容去盈

利。传统媒体本身质量参差不齐，而门户网

站，又在网络时代刚刚兴起之时，就成长成了

强势平台，造成了这样的怪圈——如果你的

内容不给我转载，那你的内容更没人看。

从终极解决方案来讲，目前还不是特

别清晰，国外的传统媒体同样也在探索。

可能有两种可能：一是在技术、媒体格局和

受众媒介使用习惯发生变革的当下，传统

媒体找到了新的商业模式，改变现有局面；

二是靠时间的力量，它发挥着大浪淘沙的

作用，将那些没有能力持续供应原创高质

量内容的自媒体淘汰掉。如今自媒体的繁

荣，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本报记者张盖伦整理）

终极解决方案仍在探索中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刘海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