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信息技术、经济因素等多元化因素的驱使

下，新闻价值理论不断发生变化，重视新闻影响价值

因素，明确新闻价值取向影响因素必须坚持以用户

需求为中心，围绕用户需求把握好新闻价值和用户

关系是保障智媒体时代新闻价值实现的根本途径。

因此，不管新闻价值理论如何变化都必须把握好新

闻信息用户关系，才能推动信息适应性发展。

一、相关理论分析

（一）智媒体时代新闻价值理论

新闻价值理论是我国新闻学理论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新闻信息发展的价值趋向。1919年北大

教授徐宝璜《新闻学》一书中首次阐述了新闻价值

相关问题，开启了新闻价值理论研究，但是在1957

年之后新闻价值成了资产阶级新闻学专业术语遭

到社会主义国家学术界批判和摒弃。直到1977年

以后我国才重新开启了新闻价值理论相关研究。

基于理论自身的复杂性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媒介

传播生态的变化，新闻价值理论一直在不断创新。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新闻价值理论主要经过了新

闻价值理论重建奠基、确立、发展和新阶段。社会

发展与传播媒介影响成为新闻价值理论变迁的重

要因素。智媒体时代是新闻价值理论发展新阶

段。智媒技术刷新了新闻传播生态环境，新媒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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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传播价值和内涵发生巨大变化，智媒体语境下，

经典新闻价值内涵和要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郭全

中（2016）在《智媒体的特点及其构建》一文中明确

了智媒体到来是网络新闻从实践到认知的创新，重

视智媒体新闻价值理论修正尤为重要[1]。张发扬

（2017）在《打造“智媒体”冲出新闻客户端的红海》

中明确了智媒体语境下新闻价值理论必须把握“客

观性-主观性”的综合价值发展趋向，新闻价值的特

点在于信息本身从一元化到多元化所出现的辩证

价值观，新闻价值理念出现了组织性新发展的特

点[2]。李鹏（2018）在《迈向智媒体,我们看到了光亮》

中认为智媒体语境下，新闻价值观逐渐呈现“异常

性-寻常性”“影响性-交互性”“及时性-全时性”等

多种属性的变化[3]。出现这种情形主要源于智媒体

语境下新闻信息传播媒介的变化与发展，引发了新

闻信息传播途径变化。主要体现在新闻价值判断

标准、价值取向侧重点和价值取向标准化发展三个

层面。通俗来讲，智媒体环境下新闻价值更加重视

实用性、重要性、趣味性和互动性。

综上所述，智媒体语境下新闻传播活动必须坚

持新闻信息为本源，重视新闻客体价值，主要表现

在新闻信息本身的物质承担者。传播者是新闻价

值本身的创造来源和具体呈现主体。主体关系（受

众）是新闻价值最终的实现者。新闻价值本身主要

包含了信息本身的实用价值、信息传播路径价值和

受众需求价值。三种价值共同构成了新闻信息本

身的价值需求和价值来源，是智媒体时代新闻信息

是否适应用户需求的重要体现[4]。新闻传播活动本

身是依据用户（受众）的尺度去衡量信息本身所包

含的价值，哪些信息存在新闻价值或者哪些新闻信

息是没有价值的都是通过客观的受众信息体现出

来。对于新闻信息传播主体来讲，受众对于信息的

获取和接受就是新闻价值的最终实现，是作用于新

闻价值的客观结果。

（二）新闻传播与用户关系

智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是借助信息技术、智能

技术实现新闻信息传播受众与传播效果多元化转

化的重要途径。在智媒技术的推动下，新闻信息传

播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点：（1）新闻信息传播时间

与空间双向融合。以“双通道编码理论”为基础，只

有同时从人类的语言与非语言认知系统上同时发

送信息，才能保证信息接收效率[5]。新媒体将新闻

信息传播时间与空间深度统一起来，构建了传播信

息与信息途径有效组合；（2）传播信息事实性与意

见性交互进行。一方面实现新闻形象化发展，推动

新闻信息传播与事实报道深度融合。另一方面实

现新闻信息传播与受众意见交互性发展，受众的意

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新闻信息传播的速率与途

径；（3）智媒技术推动新媒体传播融合发展。新闻

信息在智媒体时代实现传播路径与传播方式融合

发展，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下，新闻信息传播途径

必然走向融合发展模式，形成多种媒体共同传播的

融合发展格局。

在智媒技术推动下新闻传播呈现多元化的特

点，用户关系与用户需求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尤其

是用户需求的变化直接决定了媒体信息与用户之

间的关系。结合智媒体视域下新闻价值理论和智

媒体新闻信息传播的特点，本文将用户关系主体主

要划分为场景、内容和用户偏好三个层级，目的在

于探讨智媒体环境下新闻信息传播主体彰显出的

内在价值与受众需求之间的关系。

（三）新闻价值与用户关系模型

根据新闻价值与受众反馈信息数量呈正比这

一关系建立价值关系模型，目的在于运用需求信息

数量反馈价值观念，强调新闻信息传播价值和未来

传播需求。通过智媒体新闻信息数量和用户需求

（喜好）呈正比这一概念设定模型，能够有效地判断

出信息传播本身的发展程度、分析用户需求关系。

假定新闻信息传播价值与传播时间属于联系相

关的可微函数，用户选择数量呈现正相关分布，即

f=f(n)。用 f 来具体表示智媒体新闻信息传播的类

型，假定新闻信息传播初始值 t=0时 f 的初始值为

f0。f的时间上限为T，k为故有增长率。基于此可以

建立新闻信息传播时间与需求数量模型公式如下：

通过计算得出三个时间关键节点 t1、t2、t0为：

通过假定的公式将用户需求时间划分为三个

时间节点，三个对应的时间阶段与新闻信息传播的

突发期、蔓延期和弥散期三个节点对应，通过对应

的时间节点用户需求数量与时间对应，通过数据拟

合的方式明确对应时间节点用户需求信息量，计算

出新闻信息传播时间与用户需求之间的变化曲线

和变化规律。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封面新闻是一项综合性、全方位的互联网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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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主要包含了APP、网页、微博和微信等新闻信

息传播途径，2016年5月4日封面新闻AI赋能产品

开发，APP智能播报能力突出，语音转换技术得到有

效运用，听新闻、场景打造成为封面新闻传播的特

色[6]。智能技术平台、智慧内容和智慧知识管理成

为封面新闻智媒体传播的三大核心体系打造了国

内先的智媒体新闻传播创新体系。研究主要选取

了2019年7月1日到2019年7月31日封面新闻APP

中“推荐”栏目中的新闻信息作为研究重点和方向。

（二）数据搜集

从2019年7月1日0时0分到2019年7月31日

24时0分开始抓取封面新闻APP抓取用户新闻信息

读取、浏览类型、浏览时间等共596 612条信息。所

获取数据主要通过Matlab技术抓取APP浏览数据，

获取数据通过双遍录入SPSS22.0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所有数据采集和数据质量控制过程如下：（1）

用户在封面新闻APP停留超过十秒作为数据抓取

基本来源；（2）明确用户点击新闻类型、阅读选项和

新闻阅读时间；（3）系统化整理数据，对应新闻信息

传播三阶段原理进行分类，将数据保存到Access数

据库备用。

（三）数据处理与分析

本次研究主要采取了Access和 SPSS22.0统计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通过网络文本信息数字化处理

明确数据字段，最终形成用户选择偏好与选择类型

数据库。最终形成数据处理公式如下：

三、讨论与策略分析

（一）用户信息需求时间分析

通过Matlab数据处理，将数据采集时间和用户

数据进行有效拟合得出封面新闻信息传播时间

t1=0.75，t2=5.56。相对于新媒体信息和传统新闻传

播信息明显较快，尤其是 t1 阶段的时间节点发展尤

为迅速，由此可以先出智媒体封面新闻信息传播与

用户需求具备较强的相关性。一般是新闻信息产

生以后不到一天的时间，用户将很快点燃新闻信息

数量。但是，新闻蔓延期（t2）时间明显低于新媒体

和传统媒体信息传播，此种情形客观上说明了新闻

信息传播本身的快捷性与用户需求之间存在一定

的矛盾。新闻信息本身的价值在用户心中的需求

量度较小，无法形成长效发展的信息传播格局。

针对智媒体新闻信息传播价值相对较小的格

局，未来信息传播中必须从以下两个层面有针对性

地调整，从而促进信息的传播，实现新闻信息本身

的价值。（1）重视新闻传播“人学”理论。新闻传播

更加重视舆论受众需求，进一步打造了与舆论受众

深度融合的传播途径，一定程度上推动新闻传播的

生态发展。新闻传播逐渐突破“事学”的限制，更加

注重“人学”，坚持守正创新理念，深度融合互联网

思维，实现网络信息需求与新闻传播融合发展格

局；（2）重视传播内容交叉融合。随着市场经济的

发展，人们对新闻信息的需求不断发生变化，在发

展中产生的新闻传播问题相对复杂。重视多学科

知识对于网络舆情信息的分析成为新媒体时代新

闻传播的重要途径与方向，在社会受众需求不断变

化背景下，新闻传播与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交

叉融合，推动新闻信息传播的适应性[7]。

（二）新闻信息需求内容分析

以信息推送的方式展现新闻传播的价值，当信

息量足够大的时候，可以实现不同角度的Push信息

推送，形成长效地用户关注度。信息重要性和内容

的关注度是用户价值的客观体验，通过一个月的信

息 抓 取 和 数 据 整 理 可 以 发 现 ：军 事 类 新 闻

（28.63%）、社会新闻（27.67%）、时政新闻（13.59%）、

娱乐新闻（10.76%）在用户选择中占前四位。从用

户选择偏好中可以看出，用户在新闻信息选择中注

重新闻内容时效性、社会关注，具备较强冲突性的

新闻极容易吸引受众眼球。除此之外，娱乐流行性

新闻也备受用户的喜好进一步抓取内容与观众的

喜好，根据固有增长率 k值的变化，可以计算出用户

后续关注新闻发展进度的时间，根据 k值变化的具

体情况来确定新闻信息推送的时间和进度。通过 k

值计算和新闻信息后续发展实际情况，可以发现：k

值为0.73，t2=1.83时，用户针对内容持续关注正向分

布面积最大，是新闻信息持续推进的重要时机。

结合用户选择内容偏好，把握新闻信息后续关

注时机，把握好智媒体语境下新闻信息价值总和。

明确新闻信息用户内容需求和需求方向。（1）把握

用户需求信息。从新闻价值内涵出发，把握新闻信

息需求要素，明确信息要素在用户心中的价值，重

点关注信息推送的“冲突性”，强调信息本身在用户

心中的发展趋势；（2）把握事件本身实效。重视信

息推送本身在新闻中的价值，将后续信息跟进与推

送时间控制在1.83天以内，发挥新闻信息本身的价

值；（3）把握用户需求正态分布。综合运用大数据，

通过归类分析明确用户的根本需求，实现用户需求

与新闻内容、信息推送和信息推送方式的及时性，

促进新闻信息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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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户偏好分析

用户偏好主要对应新闻信息传播蔓延阶段，用

户重点关注的新闻信息、积极参与到新闻信息交互

发展中去。只有用户关注的信息才能彰显新闻的

价值，用户偏好主要分为主动偏好和含蓄偏好两种

类型。主动偏好可以从信息交互性参与直观地展

现出来，但是含蓄型偏好需要通过数据挖掘、数据

搜集的方式实现，结合用户使用数据推导出用户偏

好。例如：针对本次数据热会热点数据画像，f越大

表示正态分布越明显。f随着时间的变化呈现正态

积累，用户需求信息和偏好表现尤为突出。在社会

热点画像中，时事政治、民生保障成为重要的用户

选择趋势和方向。

用户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新闻价值，是智

媒体语境下新闻信息主体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

把握用户偏好，重视数据分析，增强新闻信息传播

的时效性。（1）重视用户偏好。重视用户显性的偏

好数据把握，同时把握客观的用户偏好。将用户偏

好与智媒体语境下新闻信息发展深度融合，发挥新

闻的价值；（2）把握隐性的用户偏好。综合运用大

数据技术，深度挖掘文本信息数据资源，推动新闻

信息与用户偏好协同发展，满足用户根本需求。

四、结语

新闻价值理论随着社会环境、价值取向和传播

渠道在不断地变化，新闻价值主要是为了实现舆论

导向价值。价值本身通过用户选择、用户需求等多

方面体现出来。因此，必须把握新闻价值理论和用

户之间的关系，明确用户根本需求把握新闻内容和

创作方向，同时借助智媒体新闻信息的及时性，促

进各项工作的顺利实施，实现长效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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