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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保罗·莱文森提出补偿性媒介理论，认为任何新媒介都是对旧媒介功能的

补救。在当前媒体融合背景下，媒介平台化是大众传媒转型的热门方向。作为大众传媒进阶后的“新媒

介”，媒介平台在内容功能、服务功能以及媒介角色等方面对大众传媒进行了补偿。本文以社区性平台

小红书作为分析对象，以补偿性媒介理论为视角，探究媒介平台的功能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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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ul Levinson,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media environment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pro-
posed the compensatory media theory, believing that any new media is a remedy for the old media 
function.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media integration, media platformization is a popular direction 
for mass media transformation. As a “new medium” after the advancement of mass media,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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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s have compensated for mass media in terms of content functions, service functions, and 
media role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ommunity platform Xiaohongshu as the analysis object, and ex-
plores the functional construction of media platfor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ensatory me-
dia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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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概述 

1.1. 补偿性媒介理论 

媒介环境学派自 20 世纪 40 年代创办伊始，就着眼于媒介及其变化对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提出了

很多至关重要的原创性理论，其中就包括保罗·莱文森的补偿性媒介理论。 
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在《人类历程回顾：媒介进化理论》中提出了判断媒介演化方向的重要思

考方式——补偿性媒介理论，这一理论也是研究媒介进化的重要理论模型。该理论认为，所有媒介都是

“非完美媒介”，但新媒介总能补救旧媒介显现的不足，也是对人的生理需要和人的延伸的全面发展的

补偿[1]。就像广播弥补了报纸在听觉功能上的不足，电视弥补了广播在视觉功能上的不足，而媒介进化

史就是一部媒介间的补救史。 
保罗·莱文森将媒介的补偿分类为媒介自身补偿和媒介间补偿。媒介自身补偿，即从单个媒介出发

考察媒介自身功能的完善。媒介间补偿，即从媒介与媒介相互交融的角度，看媒介之间功能的相互补救。

学界中不乏有基于这两个视角的研究。例如，学者袁天和吴晓东认为，传统广播电台为了“自救”，通

过创建听听 FM、阿基米德 FM 等平台的途径进行自我补救[2]。易敏通过对微博和报纸的研究得出，微

博对报纸版面有补偿性，报纸同样存在对微博的“逆补偿”[3]。 
国外学者罗杰·菲德勒在其发表的《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一文中提出，新旧媒介之间存在

一定的继承性和连贯性，旧媒介会在新媒介技术的辅助下继续演进以适应人类的信息需求[4]。经过对媒

介补偿理论内容的梳理，笔者认为，补偿性媒介理论的核心是功能补偿，新媒介在旧媒介的基础上进行

功能的升级迭代。 

1.2. 媒介平台理论概述 

媒介演进是技术驱动的结果。媒介平台的出现与演变是互联网+趋势的产物，是互联网思维、逻辑对

新闻行业进行颠覆性变革的结果。在互联网+背景下，用户主动性逐渐觉醒，媒体单一的内容产品和经营

方式已无法吸引和保留用户，以服务吸引用户的媒介平台成为媒体发展与转型的重要方向。基于补偿性

媒介视角，媒介平台是大众媒体“进阶”后的媒介形式，是其“补偿性媒介”。媒介平台凭借功能的构

建弥补大众传媒在用户主动性、内容丰富程度上的短板，对其进行适应媒介发展趋势的“补救”。 
媒介平台一词近几年异常火爆，但早在 21 世纪初，我国新闻传播领域就开始进行平台研究，但大多

是孤立的、零碎的、静止的个人研究。关于媒介平台的定义也是讨论不休，其中，较为权威的解释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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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天教授。他认为，媒介平台是通过某一空间或场所的资源聚合和关系转换为传媒经济提供意义服务，

从而实现传媒产业价值的媒介组织形态[5]。这一阐释被认为是较为客观、全面的描述。同时，这个定义

中包括了媒介平台的三个功能属性：资源聚合、关系转换、意义服务。 

凭借内容多元、功能多样等优势，小红书已然成为社区性媒介平台中的佼佼者。本文将以社区性媒

介平台小红书为例，从资源聚合、关系转换、意义服务三个角度出发，分析媒介平台在功能服务上对大

众传媒的补偿。 

2. 媒介平台对大众媒介的功能补救 

2.1. 内容功能补偿：从有限内容产品到无限内容聚合 

补偿性媒介理论认为媒介在补偿机制触发之后，新传播形式以及内部功能补救的新式媒介并非是完

全颠覆以往的媒介形式与媒介功能[2]。简单来说，新媒介与旧媒介不是替代关系。新媒介的出现，并非

是对旧媒介的根本否定，而是一种温和的修补与完善，是促进旧媒介进行功能升级的催化剂。 
媒介平台资源聚合包括技术、内容以及用户资源聚合等。其中，内容聚合服务是媒介平台资源聚合

的核心。自从出现大众传媒开始，内容生产就一直是其核心功能，从报纸、广播、电视到如今的新媒体，

媒介平台的升级并未切割掉这一功能，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现代化的升级和改造，内容生产也是新媒体

倚重的核心功能。 
以往，大众传媒依靠自身进行信息内容的生产和传播，受众处于传播链的最末端，有限的媒体触角

很容易导致媒介产品内容单一，类型古板。但随着用户角色的转变，主动性增强，需求多样，他们更加

渴望拥有一个私密、自主、多元、值得信赖的“媒介世界”，媒介平台应运而生，它所具备的开放性使

任何人都可以进驻平台，用户的身份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因此，相较于大众传媒，媒介平台不生

产内容，而是通过提供平台介质，吸引专业及个人内容生产者，利用价值共创的模式打造 PGC + UGC 的

内容生态，进行内容资源的聚合，满足用户的多元化需要。同时，作为各大平台“标配”的算法，可根

据用户需要进行内容与用户的直接匹配，方便用户高效便捷获取信息。 
小红书从最初的购物社区逐渐演变到现在包含四十多种内容类别的社区，已然成为社区性媒介平台

的代表。小红书平台上包含多个社区，如果单靠专业媒体提供内容，无法支撑起多种垂直性社区内容的

生产与讨论。而小红书开放平台的属性使得任何用户都可以在感兴趣的社区中发布笔记，向其他用户“种

草”，填充内容资源，进而打造社区文化，激活其他用户的生产积极性。同时，社区内部会有多种形式

的活动吸引用户进行分享，例如小红书上#ootd#的词条，旨在鼓励用户分享穿搭。根据小红书官方的数

据，截至 2022 年，小红书月活跃用户已经过 2 亿，分享者超过 4300 万。这种平台的资源集聚功能确保

了源源不断的垂直性内容的供给与活力。 

2.2. 服务功能补偿：从满足信息需要到多维度需求满足 

通过对补偿性媒介理论的批判性继承，在当前媒介时代下，补偿性是对人们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的

补偿[6]。并不是所有新媒体都是媒介平台。2015 年，谭天教授强调，媒介平台必须“嵌入”足够多的应

用才可称之为平台。相较于大众传媒单一的提供信息功能，功能与服务的多样化是媒介平台的特点和发

展趋势。作为大众传媒的进阶版本，媒介平台提供的“产品”的本质逐渐从内容向功能转变。媒介平台

通过应用服务的升级来满足用户衣食住行等生理、社交、情感等心理需求。 
如今的媒介功能多种多样，像微信等综合类媒介平台提供的服务包括了娱乐、教育、社交、游戏、

电商、生活等众多领域，涵盖了用户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衣食住行都可以在媒介平台中完成。近年

来，小红书也通过不断升级改造，完成了向集娱乐、社交、电商等多元服务功能于一体的社区性媒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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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 
社交功能是媒介平台的重点功能。认识到传统媒体下受众之间的低交互性，如今各平台都将社交功

能看作迭代开发中最重要的区块[7]。小红书上点赞、评论、转发以及建立群组等社交功能的开发大大激

发了用户的互动性。一篇种草的笔记，可以使用户在互联网上打破时差、地域、血缘的关系限制，和任

何与自己有共同话语的他者进行沟通，用户之间逐渐回到原始部落中“互相梳毛”的紧密联系中[7]。 
在社交功能集聚用户存量后，2014 年，小红书推出了福利社，开始向电子商务功能靠近。小红书通

过 KOL 引导、奖励计划等方式来引导用户发布笔记，设置转发、私聊、群组等功能方便与其他用户之间

进行购物体验分享，同时与商家进行深度合作，在平台内部搭建消费购物板块，打造完整的购物链平台

[8]。如今，小红书通过社交与电商功能服务的结合，打造了一条从种草、交流到购物的完美电商闭环，

将原本只是“围观”“猎奇”的粉丝和观众巧妙地转化为为之付费的消费者，实现了流量的变现以及商

业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媒介平台内部功能的打造及相互支撑既满足了用户与他人交流的情感需要，又

满足了物质需要，是对大众传媒服务功能的补偿。 

2.3. 媒介角色补偿：从产品提供者到服务盒“钥匙” 

谭天教授提出了意义经济的概念，认为意义服务是媒介平台的存在基础和核心价值。意义服务就是

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服务产品和聚合平台，为传媒经济提供运行的基本条件，并在些基础上形成各种商

业模式和经济形态[5]。在笔者看来，意义服务指的是媒介平台可以为用户提供服务的所有可能性。这种

服务，没有固定的形式，也并非是信息和内容等媒介产品，而是一种综合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当用户打

开媒介平台，就意味着打开了功能的“百宝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任何功能的提供和需

求的满足都是在平台上进行的。在这一视角下，媒介平台的角色相较于大众传媒的角色有所变化。 
此前，大众传媒的角色是媒介产品的“提供者”，是物质性内容的生产者，而媒介平台不提供实质

性的内容，发挥的是类似桥梁的介质性功能，将用户与功能相连接，成为了综合服务提供商。这种服务

角色的转变，彰显着媒介平台对大众传媒的角色补救与升级。就拿小红书来说，作为一种社区性平台，

小红书本身没有生产和提供内容，也没有实质性的产品，它扮演的是类似于搜索引擎的介质性角色，发

挥着端口的功能，用户进入小红书平台后可以享受它提供的娱乐休闲、知识教育等功能，也可以在平台

内通过搜索功能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自助性地满足用户需求。这是媒介平台在角色上对大众传媒进行

的补偿。 

3. 结语 

从大众传媒到媒介平台，新媒介完成了对旧媒介在内容功能、服务功能以及媒介角色上的补偿与建

构。媒介平台是媒体在大众传媒的基础上的升级迭代，是符合当下媒介环境、用户需求变迁的媒介转型

方向。但任何媒介都不是完美媒介，补偿性媒介理论同样提到，媒介补偿会产生“噪音”，新媒介的形

式和功能也会带来新的问题，产生类似于传播过程中“噪音”的影响和干扰，阻碍着新媒介的发展与升

级[2]。就像媒介平台完善的功能也会给用户带来信息内容失真、过度卷入、媒介依存症等问题。因此，

作为客观的研究者，需要在“媒介平台热”下进行“冷思考”，充分认识媒介发展的方向和问题，警惕

媒介进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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