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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主办的 2015年国际
食品安全会议日前在北京召开。4 个食品安全国际组
织、2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监管机构以及百余名全球学
术机构和产业界代表，就国际食品安全监管、风险交
流与评估等问题献计献策，共谋发展。

荷兰皇家菲仕兰公司大中华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邱肇祥发表了食品安全与产业发展、乳品创新以及
乳业融合等方面的观点，他倡议中荷合作发展乳业丝
绸之路，与会嘉宾高度关注并表示认可。为此，海外
网记者专访了邱肇祥。

记者提问，菲仕兰是如何在食品安全的背景下，
打造“荷兰奶粉中国版”的品牌形象？

邱肇祥指出，食品安全是一种态度和文化。“菲仕
兰的CEO是奶农，他们是世代相传的家族企业，奶农
本身就有食品安全的文化，他们认为任何事情做出来
都会影响世世代代，影响每一个市场。”

邱肇祥表示，作为大众消费产品，乳品安全是最
重要的前提，而乳品创新是整个产业得以持续发展的
驱动力，创新和安全同时又相辅相成。荷兰皇家菲仕
兰非常重视食品安全和产品创新，不断向消费者提供
高品质的产品。

据了解，荷兰皇家菲仕兰公司创建于 1871年，在欧
洲有超过一万多个自家牧场和两万名会员奶农，销售遍
及全球100多个国家，2004年获得了荷兰乳制品行业唯
一的“皇家”称号，是全球最大的五家乳制品公司之一。

邱肇祥说：“去年我们在荷兰荣幸地接待了习近平主
席的访问。习主席倡议的‘海上丝绸之路’，其终点是荷兰
的鹿特丹，我们出口到中国的乳制品正是从那里运往中
国的。中荷乳业的联结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亮点。‘海上丝
绸之路’不仅仅是中荷双方货物贸易，更重要的是技术、
知识与经验的交流。中荷奶业发展中心致力于培训中国
的奶农，分享荷兰的奶业技术与经验，共同促进中国乳品
产业的发展，这正是中荷合作推动的‘乳业丝绸之路’。”

海外网专访邱肇祥：

荷兰菲仕兰力推中欧乳业丝绸之路
陈 茜

中国声音如何唱响海外舆论场？
海外版 6月12日第8版

【摘要】
新媒体正在重塑着信息的生产过程，也在改变着

信息的传播方式。在此过程中，人们切身感受到一块
小石子搅动一池春水的力量。

如何利用新媒体，更好地在海外舆论场发声？在
新媒体技术迅速迭代的背景下，中国媒体人获得了越
来越多的跨越国界、直达海外的机会，当然也面临着
不少新挑战。

网友吉大广电吴奇：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经
济实力的增强，是海外华文媒体发展的动力与源泉。
而海外华文媒体只有与中国中心媒体以及全球华文媒
体大联合，才能够在世界范围更加有效地传承中华文
化，为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增强中国的软实力、
建构中国文化大国的国际形象做出积极的贡献。

网友悬茶：中国大陆官方、民间，以及海外华
媒，不约而同迈出了靠近、运用新媒体的脚步，作用
好或坏一时难辨，但不可否认新媒体时代已经来临。
期待看见三方齐心，扬长补短，寻到适合方式和监督
力度，一同出力助“网上中国”的健康发展。

网友湖南大学张皓：如何在海外舆论场更好地传
递中国声音，这是“互联网+”时代我们面临的重大课
题。境外媒体以趣味为主的“软新闻”，已成为其对话
中国舆论界的一手好牌，这样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
可喜的是，海外华媒已借着新媒体传播的东风逐渐成
长，我们理应对它的前景充满希望！

网友山东大学北北简冰洋：过去国际舆论场里，
我们的声音被淹没，被曲解。我们一直寻找属于我们的

镜头和话筒，希望向
世界传递我们的声音，
讲述真实的我们。新媒
体时代，中国媒体人
要抓住这个国际舆论
场变革的时候，毕竟
挑战与机遇并存。

苹果苹果招招““小编小编””说说明了啥明了啥？？
■■鼓励创造鼓励创造性人工干预性人工干预 ■■完善完善个性化内容推送个性化内容推送

本报记者 刘 峣

网上中国

老老牌社交网站黯然退市牌社交网站黯然退市

人人网人人网被自己打败了被自己打败了
许许 兰兰

美国当地时间6月1 0日清晨，人人公司收到公司
董事长兼CEO陈一舟和COO刘建的私有化要约。根据提
议，两人将以每股4.20美元的价格收购其尚未持有的
人人公司全部发行股。自此，人人网将成为一家私人
公司并正式向退市之路迈进。

曾经头顶“中国的Facebook”光环在纳斯达克高
调上市的人人网，市值却从最高时的70亿美元跌到10
亿美元；曾经高调表态“人人网不会私有化”的陈一
舟如今也以一纸私有化协议正式宣告“自食前言”，衰
退之势毋庸置疑。

有专业人士乐观分析，人人网选择此时私有化退市
是瞄准了国内A股蓬勃发展的势头，或着手回归A股，但
大部分行业内人士并不看好，研究自媒体发展的专业人
士王新喜认为，行业风口已过，人人网难阻衰退趋势。

定位不清和原创性差是致命伤定位不清和原创性差是致命伤

真正让人人网掉队，始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开
启。陈一舟曾多次表示人人网的衰落归结为外部竞争
因素，他曾认为，微信这样一款以即时通讯为核心基
因的产品只有腾讯才做得出来。

然而细细梳理一下可以发现，人人网并没有错失
移动互联网时代任何一个热点——团购大热的时候成
立糯米网；页游和手游火爆的时候有了人人游戏；职
场社交与匿名社交成为热点时，经纬网、哗哗随之成
立；微博火热的时候，人人开始强调新闻内容属性；
微信崛起的时候，人人又开始模仿推出人人私信……

王新喜认为，正是这些散乱的产品布局最终导致
人人自身社交平台定位混乱，用户从人人网身上找不
到一个清晰的定位，离开成为必然。他分析说：“当大
规模用户群已经向竞争对手平台流失的时候，人人网却
并没有集中力量在核心业务上实行差异化战略来挽救
主业务，反而通过过于分散化的战略布局淡化了主产品
的深耕细作，这进而也导致其品牌形象大幅度的下滑。”

而人人网品牌形象的衰落正是致命的，没有用户
生产内容的社交平台必然陷入无止境的亏损与衰退
中。许多深度用户不断抱怨人人缺乏原创性。“现在打
开人人一看新鲜事，基本上清一色从别处抄来，从微
博豆瓣知乎等，原创力很差，没有什么输出。”一位人
人用户如是说。除此之外，诸如手机端用户体验差、
包容性小、陌生人骚扰、广告体验不佳都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人人网已经疏于对自身产品的精耕细作。

“如果把人人网的衰落推到微信身上，显然不够客

观。”王新喜认为，人人是 SNS，微信是 SNS+ IM+
OTO，虽然都属社交网络，但用户群体和扩展面、发
展战略方向都是不同的。人人网的衰落最终是败于自
身，微信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

从巅峰到衰落折射朋友圈变迁从巅峰到衰落折射朋友圈变迁

10 年前，当 Facebook 在美国走红的时候，国内也
迅速出现了其模仿者，彼时人人网的前身校内网率先
在清华传播引燃校园市场，并迅速占领全国的高校市
场，2011 年，人人网戴着“中国 Facebook”的光环在
纳斯达克上市，迎来了其巅峰时刻。短短四年之后，
人人网却走上了退市的道路。

自从微信朋友圈出现后，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表
示，好久不上人人网了。

在天津已经工作一年的张松易接受采访时说：“现

在微信已经完全融入了我的生活，身边的父母亲朋也
都用微信，不过自己偶尔会登陆一下人人的网页，翻
一翻大学时候发的那些新鲜事，毕竟那是我大学生活
的见证。”

人人网最初的那一批用户如今已经毕业，或注销
账户或转战其他社交平台，那刚刚进入大学的新生呢？

在北京读书的大一新生杨昕宜告诉记者，她偶尔
还会刷一刷人人，因为人人的真实社交属性还可以让
她寻找到一些有意思的伙伴，但是身边和自己同龄的
同学几乎都不玩了，“玩得人太少了，有时候也觉得越
来越没有意思了。我刷微博和微信的时间越来越多”。

今年初，人人网在官网上发布消息称，将下线人
人站内信功能。随后，一大波题为“人人网，谢幕开
始”的内容在社交网站上被疯狂转载。对此，人人网
创始人陈一舟发布回应表示，用户需求是人人网变化
的动力和方向，人人网虽暂停站内信功能升级，但承
诺会永久保留站内信内容。

陈一舟表示，站内信是人人用户青春和历史的一
部分，人人网的使命是帮助用户记录下来，永久保
存。“人人网是中国年轻人释放青春活力，展示个人魅
力的舞台。再过 30 年，当我们的用户老了，我们希
望，您还能在人人网上找到自己青春的记忆。”

人人网下一站往哪儿走人人网下一站往哪儿走？？

几天前，人人网相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人人网选择私有化，源于两年来互联网行业形势
发生的变化，公司的发展战略也随之出现改变。他还
表示，目前公司只是提出了私有化建议，实质性动作
还未开展。一切已公告为准。

人人网这次私有化行动，也引发了市场对其与
“中概股回家热”之间的联想。有投资者认为，人人网
此次私有化是为了适时在A股上市，“搭牛市顺风车”。
不过，关于私有化的下一步是否为回归A股，上述相关
人士表示，“目前尚无规划”。

根据人人公司公布的财报显示，2014 年，人人网净
营业收入 8300 万美元，同比下降 43.9%。2015 年第一季
度，人人网的游戏业务收入、在线广告业务收入方面依
然在持续下降，但是互联网金融却同期增长35%。有专家
认为，人人网下一步将会加大对互联网金融的投资。

事实上，不管人人网的私有化退市行动是不是为
“回老家”做准备，业界对其未来的想象空间恐已不能
与其“鼎盛时代”相比。

仅市值而言，如今的人人网相较 2011 年上市时的
55.3亿美元市值，缩水达70%。截至美东时间6月15日
收盘，人人网股价报收于 4.00美元，与当年 14美元的
发行价相比，缩水2/3。

“以A股目前的火爆程度，相当一部分在海外市场
上遭到低估的中概股，都有在A股重焕生机的可能。”某
投资者论坛里，一位美股投资人士分析称，“但前提是你
确实被低估了。”他认为，无论在美股还是回到A股，目前
的人人网能够带给市场的想象空间还是有限的。假如回
归A股，能否激发国内投资者的热情也有疑问。

（作者系海外网编辑）

邱肇祥邱肇祥新 闻
行 业 来 了 搅

局者。6 月初的苹果
全 球 开 发 者 大 会

（WWDC）上，苹果公司发布
了新的操作系统iOS 9，并推出了

自己的新闻应用——苹果新闻（Ap-
ple News），为读者提供来自美国《纽约

时报》、英国《卫报》、美国娱乐与体育节目电
视网（ESPN）等数十家出版商的新闻内容。

颇具神秘感的Apple News尚未完全揭开面
纱，但苹果公司已经在为它们的新闻聚合产品摩

拳擦掌了。而第一个重大行动就是——招编辑。

寻找苹果好编辑寻找苹果好编辑

6 月 13 日，苹果公司正式发出“招募令”，组建
Apple News的编辑团队。根据招聘启事，编辑团队的
职责包括负责与媒体机构联络、及时识别并推送新闻
等。

选拔条件颇为苛刻，苹果公司要求应聘者拥有新闻
传播学或相关领域的学士、硕士学位，有5年以上的编辑
部工作经验，并在新闻推送、复合内容上有所积累。

苹果公司心目中的好编辑长啥样？招聘启事中，
苹果公司还列出了一些标准。例如，发现“遗珠”
的能力 （识别出难以被算法发现的原创好报道）、
数据分析的能力 （把最优质的内容在最恰当的时

间推荐给最正确的人） 等。
大步进军新闻业，试图从新闻行业“挖墙

脚”。苹果不仅想依靠机器的算法精准推送，
还想凭借人的慧眼传递情怀，二者结合究

竟能有多大能量，还需时间观察。
苹果公司大张旗鼓招“小编”，
其实并不意外。近年来，脸谱

（Facebook）、推 特（Twit-
ter）、领英（LinkedIn）

等社交网络频
频从传

统媒体“挖人”。而在上周推出的苹果音乐 （Apple
Music） 服务中，苹果公司也采用了人工挑选的歌单，
甚至聘用了包括英国广播公司 （BBC） 前雇员在内的制
作人组建广播电台。

编辑辅助算法编辑辅助算法

事实上，Apple News 并不是令人激动的新发明，
这一新闻聚合类应用的概念 10 年前就已出现，如今已
遍地开花。在国内，今日头
条等新闻客户端坐拥上亿用
户 ； 放 眼 国 际 ， 谷 歌 新 闻

（Google News） 和 飞 丽 博
（Flipboard） 等应用也是相当
成熟的产品。

对新闻聚合类的产品而
言，新闻来源的丰富性和多样
性自不必提。最重要的“核心竞
争力”是其“算法”，也即内容的
推荐“规则”。一方面要对新闻
内容进行要素拆分，另一方面
要对用户进行“素描”分析，由此计算出某条新闻对于某个
用户的价值和重要程度，便形成了所谓的“个性化推送”。

更为突出的一个变化是，随着社交网络密切嵌入人
们的生活，新闻聚合逐渐成为社交类应用的“标配”。
图片社交应用快拍 （Snapchat） 内置新闻聚合内容；社
交网站脸谱也在其客户端推出了新闻快读 （Instant Ar-
ticles） 服务。而作为应用的硬件提供者，苹果在内容入
口上更是有着令人钦羡的天然优势。

虽然苹果公司从新闻界招兵买马，但这并未改变算法
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当机器人也能撰写一部分稿件的时
候，编辑这个岗位更多地成为算法的“贤内助”。

编辑角色转变编辑角色转变

当然，算法的强势并不意味着编辑的“式微”。苹
果公司此番为 Apple News 组建“高大上”的编辑团
队，也传递出一些积极的信号。

无论标榜算法如何“高精尖”，新闻无法完全脱离
人工干预。有业内人士认为，虽然新闻聚合的选择不会

像传统媒体的编辑一样影

响 内
容生产，但是
会影响内容生产者
的判断，去迎合算法谋取
利益。编辑通过适当的人工干
预，擢升和打压一部分文章，可以
鼓励有创造性的内容产生。

编辑的角色及价值也在发生转变。

回头再看苹果公司的招聘要求，编辑实质上被要求扮演
沟通者（拓展并维护同新闻机构的关系）和发现者（从纷
杂的来源中挑选优质内容）的角色，这意味着其价值将
体现在创造性要求高的关键环节上。

新闻从业者的核心价值将如何转变？清华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金兼斌在其文章中提出，新闻
从业者的不可替代性，从长远来看，必然来自其
个性化特色的内容创作和创新编排、设计，来
自其内容传播和推送策略的制定。

媒体融合、媒体转型，正在经历从PGC
（专业人士生产内容）到UGC（用户生产
内容） 再到AGC（算法生产内容） 的
变迁。在此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
价值也在发生改变。苹果招“小
编”的过程恰好说明了，所
谓的“小编”，其实应
该是全能的“老
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