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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报，报业“蓝海”？

[ 作者 ] 庞春燕 

[ 单位 ] 传媒 

[ 摘要 ]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将报业推向了历史性的变革关头，在这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潮流中，数字化转型成为报业共

识。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报纸网站掀起了报业数字化之路的第一波浪潮，但当中国的网络股在纳斯达克全线飘红之际，报纸网站却

“斯人独憔悴”。随着3G时代的到来，手机将成为“第五媒体”，其发展前景令人瞩目。已经错过了互联网快车的中国报业，绝不能再

错过手机这班地铁。于是，作为报业与“第五媒体”融合的一种探索，“手机报”掀起了报业数字化之路的第二次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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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将报业推向了历史性的变革关头，在这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潮流中，数字化转型成为报业共识。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报纸网站掀起了报业数字化之路的第一波浪潮，但当中国的网络股在纳斯达克全线飘红之际，报纸网站却“斯人

独憔悴”。随着3G时代的到来，手机将成为“第五媒体”，其发展前景令人瞩目。已经错过了互联网快车的中国报业，绝不能再错过手

机这班地铁。于是，作为报业与“第五媒体”融合的一种探索，“手机报”掀起了报业数字化之路的第二次浪潮。早在2001年，以《扬子

晚报》为代表的一些报纸就开通了短信版的手机报，但由于短信容量太小而难成气候。2004年中国移动推出彩信技术之后，手机报的发展

才呈现出上升势头，自2004年7月《中国妇女报》率先推出全国第一家彩信版手机报之后，短短一年多时间，全国至少已有30家报业集团

和报社推出了手机报业务。业界在手机报业务上的探索和尝试引起了管理层的密切关注。8月5日，作为《全国报纸出版业“十一五”发展

纲要（2006～2010）》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出版总署正式启动了“数字报业实验室计划”，明确提出要广泛利用包括“手机报”在

内的多种数字出版形式，促进报纸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形成以纸媒为基础，数字化内容产品和信息增值服务产品齐头并进的内容产品发

展格局。在主管部门的推动与引导下，手机报有望成为报业的新亮点。手机报尚处于市场培育阶段各报社的手机报都是在纸媒业务的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大都沿袭了纸媒在内容、发行等方面的传统，与同级别的移动公司合作推出。如《中国妇女报》的“第一手机报”

和中国移动合作，面向全国发行；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的“浙江手机报”与浙江移动合作，面向浙江省发行；温州日报报业集团的“温州手

机报”和温州移动合作，在温州地区发行。手机报在合作模式上分两种：全国模式和地区模式。全国发行的手机报基本上都是三方合作：

中国移动（提供通道），报社（内容提供商，即CP），服务提供商（提供软件支持和系统维护，即SP）。由于目前只有北京好易时空公

司拥有中国移动全网彩信牌照，所以全国发行的手机报都由这家公司作SP。全国模式下手机报基本上都是每天发送一次信息，订阅费约15

元/月。订阅收入由三方分成：中国移动40%，好易时空42%，报社18%，但好易时空每月的保底收费为3万元。地方性报纸都采用地区模

式，一般都由报社和当地的移动公司两方合作，报社提供内容，移动提供通道并委托SP做技术支持，报社本身并不和SP直接联系。在地

区模式下，地方移动公司和报纸的合作关系更为紧密，因而手机报推广和发送的成本要比全国模式下低很多。一般每天分早晚两次发送信

息，订阅费用一般在每月5～8元之间。在订阅收入的分配上，广东为五五分成，浙江是四六分成（报社四成，移动六成）。从用户情况

看，全国发行的手机报用户普遍都比较少。好易时空公司总裁汤丹松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透露：目前全国性手机报刊共有12家左右，用

户总数约40万，其中绝大多数为免费赠阅，付费用户比例很小。《中国妇女报》的“第一手机报”总编姚鹏也承认“订阅情况很不理

想”。相比之下，区域发行的手机报用户较多，比如广东省手机报用户约150万左右，再如浙江省仅“浙江手机报”一家的订阅用户就超

过10万。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很多，一方面手机报和纸媒的情况一样，全国性报纸普遍在发行量上很难与地方报纸相比；另一方面与合作

方移动公司有关，客户和渠道都掌握在各级移动公司手中，中国移动的垄断地位决定了它根本不会去培育市场，而地方移动公司和当地报

社的关系相对密切，在经营压力下也会比较配合手机报的市场推广工作。比如“浙江手机报”推出之后，在浙江移动的强力推广下，

“扫”遍了当时全省50万被激活的彩信用户，订阅量很快就冲向10万。在营业收入上，目前几乎全国所有手机报都依靠订阅收入。各报社

开展的手机报业务基本上都是对纸媒和网站内容的二次利用，一般只派几名工作人员负责内容编辑和市场推广，不需要很大投入，因而都



能实现一定的利润，其利润大小跟订阅量成正比，几家订阅量超过5万的手机报年营业收入都超过100万。全国发行的手机报由于订阅量

小，再加上要付给好易时空公司每月3万元的保底费用，可能会有亏损，但数额不会很多。总之，尽管在全国范围内，手机报的发展还处

于刚刚起步阶段，很难成为报社真正的赢利支柱，但报社普遍都看好手机报的发展前景，纷纷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三大因素制约市

场开发在目前条件下，手机报的发展还面临着很多一系列制约因素，无论从技术条件、受众阅读习惯到内容资源和广告资源，产业链上的

各个环节都还没有发育成熟。一、技术是手机报发展中遇到的最大瓶颈。目前手机报采用的技术基本上有三种：短信、彩信和WAP，其

中短信由于容量太小（最多70个汉字）而逐渐被淘汰；WAP由于手机上网的速度太慢而严重影响了用户的阅读体验，其应用受到限制；

彩信容量一般为50Ｋ，约8000个左右的汉字加上10张左右的小图片，是目前手机报中应用最为普遍的技术。首先，对于内容而言，容量和

网速的限制使得手机报只是用户获取信息的辅助手段之一。对于WAP版的手机报来说，网速有时甚至慢到读者无法容忍的程度；对于彩

信版的手机报而言，容量上的限制首先使得手机报只能是纸媒和网站内容的摘要和缩编而已，根本不可能承载足够丰富的信息量。这就决

定了手机报不可能像报纸一样成为读者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其次，对于构建赢利模式而言，手机报不可能像纸媒一样成为一个稳定的广

告平台。从广告发布的角度来看，手机报本质上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广告平台，其传播更精准、受众更为明确，但目前受制于网速和容量，

手机报不可能承载大量的广告信息，成为一个新的营销平台。目前手机报的收入几乎全部依赖订阅费用，在手机报提供的信息量远没有纸

媒信息量大的情况下，每月5～15元/月的订阅费用也限制了用户群的扩大。再次，很难实现真正个性化的互动和传播。目前手机报订户虽

然可将感想和意见及时发送到后台，实现“爆料”和“投稿”功能。但既然手机报的订户群大都是生活节奏较快的群体，那么他们对于在

手机这个微小的载体上编辑信息发表言论有多大热情呢？此外，由于容量有限，用户想要获得的信息可能手机报并没有提供（或者只提供

概述，如需点播还要另外付费0.5～1元/条）。而手机最大的特点就是个性化，目前的技术条件限制了手机报开辟更具建设性和可行性的互

动模式。温州新闻网副总编辑李亮认为，彩信是一种并不成熟的过渡技术，其最大的缺点是容量有限、不能实现即时互动和个性化点播，

因而建立在彩信技术之上的手机报难有作为。只有在3G时代，摆脱了技术桎梏之后，手机报将会发展为包含图、文、音频、视频的一个

多媒体平台，那时才能获得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目前，各家手机报都在密切关注3G面世的时间表。二、内容众口难调。这是报社在开

展手机报业务中普遍感到最为困惑的问题。李亮谈到，“我们很想知道手机报订户到底想看些什么内容，在和订户沟通上作了很大的努

力，但是收集上来的意见千奇百怪，有些甚至相互矛盾，因而实在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内容去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纸媒是面向大众的

媒体，而手机是最具个性化的终端，如何实现从大众化传播到个性化传播之间的转变，这的确是个难题。首先，问题的关键在于报社沿袭

其大众传播的惯性思维，试图用一个综合性的信息去满足手机用户的个性化需要，这样就从根本上违背了手机传播的特点。不同的群体对

信息的需求是不同的，如公务员对国家的政策方针较敏感，白领人群对财经信息更关注等等，如果在内容上不能实现分众化和个性化，手

机报将难以吸引更多的用户。各家手机报在这方面普遍都做出了努力，在综合性信息的基础上，推出了“娱乐版”、“周末版”等栏目，

试图更贴近读者的需求，但这依然与受众个性化、分众化传播的要求相距甚远。难道在目前条件下不可能实现个性化传播吗？事实并非如

此。手机报完全可以像纸媒一样，设置“综合”、“新闻”、“财经”、“体育”等多个版块，用户发送代码后就可以订阅相应的信息，

这在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但是需要报社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其次，用户和渠道掌握在移动公司手中，报社和用户的直接沟通存在一

定困难，影响了手机报对用户需求的掌握。对于全国模式的手机报来说，这种情况尤为严重。“第一手机报”总编姚鹏坦言：“不知道我

们的订户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们只知道：他们很忙、收入较高、根本不在乎15元/月的订阅费。”地区模式下的手机报的情况

要好得多，移动方面会帮助做一些推广工作，并提供便利条件，但用户数据库依然掌握在运营商手中。汤丹松认为，只要手机报提供了用

户真正需要的内容，15元/月的订阅费根本不是问题，甚至更高一些也没有关系。但问题是，什么才是用户真正需要的内容呢？做内容而

不了解用户的需求，无异于盲人摸象。报社也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获得用户信息，但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无论传播技术如何日新月

异，内容永远为王。手机报必须建立起终端用户的数据库，在此基础上，根据手机这种终端的特点，为不同的用户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服

务，才能获得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三、用户和广告商对手机报的了解和认知需要一个过程。从用户体验来看，目前的手机屏幕普遍不够

大（屏幕较大的手机价格昂贵，难以普及），频繁翻页会影响用户的阅读体验。此外，电池容量也很有限，如果浏览视频的话，几个小时

就会耗尽电量。从用户使用手机的习惯来看，目前多数手机都能支持收发彩信及WAP上网，但一方面很多用户并没有开发这些功能，另

一方面由于手机的私密性很强，部分用户不愿意接到任何不必要的信息，甚至接到报社赠送的新闻也会投诉，这导致了手机报在业务推广

上的困难。广告商的认知也需要一个过程。从理论上说，手机是一个精准营销的广告平台，但其实际效果如何尚有待市场检验。浙江一家

广告商曾主动要求在“浙江手机报”上刊登广告，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广告商普遍对手机报这种新事物还需要一个认知的过程。以上因素



都制约了手机报的发展，其综合表现就是用户黏度较低，比如“浙江手机报”近几个月基本上都是订户增加3千多，退订2千多；“扬子随

身看”几年来订户一直保持在3万左右。总之，在目前情况下，手机报很难成为报社的一个盈利点，报社也普遍把手机报作为一种尝试和

探索，没有做大量投入。手机报，报业备战3G的试验田在即将到来的3G时代，手机将成为“第五媒体”，它不是传统媒体的延伸，也不

是互联网的补充，而是一个全新的媒体。尤为重要的是，手机作为媒体所拥有的庞大用户群（据信息产业部的最新统计，截至今年7月

底，全国手机用户为4.317亿），超过了包括网络在内的任何一种媒体。世界第三大广告公司BBDO的首席执行官安德鲁·罗伯逊认为：手机

将取代电视成为第一广告媒体。信息产业部曾表示：中国将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提供3G应用。据此预测，2007年3G就将进入试运行阶段，

而今年将是发放3G牌照的最佳时机。在3G时代，中国报业必须直面3G开发出针对“第五媒体”的内容产品，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新的商

业模式和盈利模式。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手机报正是报社研究“第五媒体”的传播特点，培养人才、积累经验、了解受众的重要手

段。正如中国宁波网总编辑田勇所言，“目前手机报业务的发展就是在为3G时代的到来做准备。我们目前所做的，就是通过手机报项

目，培养针对第五媒体的内容生产团队和经营团队，一方面打造精品信息服务，拓宽经营范围；另一方面加强与外界的合作，树立宁波手

机报的品牌吸引力。” 笔者认为，目前手机报的门槛还很低，报社应未雨绸缪，积累经验，抢占先机。首先，及早入市可抢占市场先

机。目前全国除广东、浙江两省之外，多数省份手机报市场参与者较少，市场开发尚不充分，竞争格局并未形成。报社进入得越早，越能

抢占市场先机，树立品牌。此外，目前报社开展手机报业务的成本还比较低，不需要太大投入，一旦市场形成之后，后来者必将付出更高

的成本。其次，通过手机报项目培养符合“第五媒体”特点的内容生产团队。传统媒体都是面向大众传播的，如何开发出适合手机媒体的

个性化内容，这对报业而言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同时，“第五媒体”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其最终形态也很难把握，但如果利用报业的品

牌及采编优势，保持在媒体内容产品领域内的绝对领先地位，就意味着报业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处于有利地位。再次，通过手机报项目掌握

发展“第五媒体”所需的无线互联网技术。报业已经从互联网的发展上感受到了技术对于信息传播的重要性，但目前绝大多数报社并未掌

握手机报的相关技术，更谈不上掌握在手机报的基础上，发展图、文、音频、视频并存的多媒体所需要的技术。资料链接据本刊记者不完

全统计，目前已推出手机报业务的媒体有：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 《北京青年报》 、浙江日报报

业集团、杭州日报报业集团、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温州日报报业集团、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华西都市报》、《今晚报》、《华商报》、

《中国妇女报》、《中国青年报》、《瑞丽》、《家庭周末报》、《潇湘晨报》、《京华时报》、《信息早报》、《新华每日电讯》、

《参考消息》、《经济参考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瞭望》、《半月谈》、《扬子晚报》、《现代快报》、《中国黄

金报》、《中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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