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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报纸在当今美国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试图以2006年11月美国中期

选举为契机，通过透视网络报纸在这一重大政治活动中的报道特色，指出网络报纸发展变化的

最新趋势。 

【关键词】中期选举；美国网络报纸；透视；最新趋势 

网络报纸（Online Newspaper）是指传统报纸利用现代化的网络技术，通过报纸网站这一新的

平台来发布信息并提供多种增值服务的形式。从1987年美国的《圣何塞信使报》作为世界上第

一家上网报纸至今，  美国的网络报纸已经走过近20年的历史。《今日美国》、《华尔街日

报》等报纸的网站已经成为该报新的利益增长点和扩大影响的重要手段。 

2006年11月，美国进行了中期选举(即每两年一次的国会选举，介于两届总统选举之间，故

名)。美国媒体理所当然地对这一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表现出了极大关注。虽然所有的美国报纸

都利用自己的网站对中期选举进行了报道，但结果显示，一方面网络报纸正在向未来的梦想迈

进，另一方面做得也并非完全尽如人意。 

网络中的“贫富差距” 

由于纸质媒介的采编、印刷、发行等环节都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普通报纸无法与《今日美

国》、《纽约时报》等拥有众多资源的大报抗衡，这已成为美国报界一个不争的事实。网络的

出现，网络报纸的飞速发展，曾被视为大报时代的终结，因为在网络普及的今天，做一个网站

也并非什么难事。2002年的中期选举，有1100万美国人借助互联网了解选举信息。到了2006

年，这个数字一下子猛增到2600万人。但是，网络的发展并非使所有网络报纸都在其中受益，

这次中期选举使人意识到，即便通过比较各自的网络报纸，也能发现大报与其他报纸的差距并

非缩小，而是借助数字鸿沟进一步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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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报纸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报纸效益越好，不但对网络报纸投入程度越多，办好网络

报纸的意识也就越强。在所有的网络报纸中，只有27％的网站设有中期选举的新闻专题，而其

中几乎都为《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实力雄厚的报纸网站。此外，纸质媒体的财

力、资源，与该网络报纸选举报道的丰富程度、受欢迎程度，呈现高度正相关关系。 

地域性的重构 

传播曾是时空的艺术，报纸的发行会受到地域的严格限制。一般来说，美国没有全国性的报

纸，绝大多数报纸都是针对一定区域发行的。网络的出现在最大程度上打破了空间限制，真正

意义上实现了“地球村”。CNN、MSNBC等全国性的网站固然能使全国受众获得全方位的信息，

但“小众化”程度不够也是一个突出问题。 

Tip O’Neill曾说，一切政治都带有地域性。从地域性角度解读选举，这些全国性大网站做得

显然不够。而网络报纸提供了地域性的视角，也极大地满足了地方读者的阅读需要。 

虽然网络曾被认为能够突破报纸在传播空间上的局限，但事实也并非如此：如果以州为单位进

行划分，拥有选举专题的网站数量方面与该州参加中期选举的选民数量直接相关。如佛罗里达

州中56％的网络报纸设有中期选举的新闻专题，缅因州中该数据为50％，马里兰州为60％，远

远高于27％的全国平均值。  而另据统计，以上三个州参加中期选举的登记选民比例也远高于

全国平均值。相反，其它一些州参加中期选举的登记选民比例低于全国均值，与之相对应，这

些州拥有选举专题的网站数量也低于全国均值。这印证了虽然网络没有边界，但网络报纸的传

播依旧与地域因素相关。 

数字技术的融合 

数字化发展是当今媒体的一个显著特征。据统计，截至2006年，美国共有日报1452家，其中

1312家拥有自己的网站并且提供给读者免费浏览。在这次2006中期选举中，56％的网络报纸为

读者提供了与其他人交流选举信息的讨论版，并且具有美国中期选举的新闻专栏。在这些关于

选举的新闻专栏中，设置有读者论坛，读者能够在上面发表评论。60％的网站有关于选举和参

选人的深度报道。网站编辑邀请专家通过“Q&A”栏目的互动，在网上与读者交流，获得参选

双方全方位的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博客的兴起为这些网站提供了新的灵感，大多数网站开设

有特地为他们准备的博客，命名为“选举博客”，选民可以在上面用博客的形式记录下自己的

选举生活。这不仅可以扩大影响，还能固定住网站的访客。 

美国网络报纸的另一个特点是多媒体信息的普遍缺乏。只有40％的网站在中期选举的新闻专题

中提供了多媒体。在多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综合性门户网站早已把多媒体技术视为竞争

中不可或缺的手段。但即使是在这些提供多媒体的网络报纸中，也鲜见视频、声频、FLSAH动

画、互动地图一起出现，网络报纸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囿于“报纸电子版”这一陈旧的模式，这

种现象与门户性网站报道中期选举的多样风格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反差。 

配套信息的不足 

超链接的形式使网站能够将多种信息组合在一起，读者可以根据需要任意跳转，具有传统报纸

无法比拟的优势。同时，当今的媒体竞争也是一个竞争内容的时代，良好的服务能使媒体在竞

争中拔得头筹。在报道美国中期选举这类大型政治活动时，涉及到选民登记、选举地点、选票

要求和结果等一系列配套信息，网站理应利用先天优势，发挥出比报纸更为高效的功能。然

而，我们发现，大部分报纸的网站做得差强人意，有些甚至做得还不如传统报纸。 

仅有54％的网站提供了与中期选举的配套信息，其中很多提供的信息并不全面。很少有网站能

够提供选民登记、选举地点、选票要求和结果公布等一系列完整信息。更多网站甚至仅仅把链

接指向了选举办公室的网站，意在让选民自己查找。提供信息与服务，本是使读者对该网络报

纸产生依赖与信任的绝好机会，但网站的粗制滥造与服务滞后，给选民造成了很大不便。孰不

 



知受众上网就是为了方便，服务意识的匮乏会使受众产生排斥的心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该报网站乃至整个报纸品牌在读者心目中的印象。 

报团的“传导效应” 

自由竞争曾经促成了美国报业史上的众多报团，报团也见证了美国报业的辉煌。即使在今天，

美国还有甘尼特公司、论坛公司、前进出版集团等一系列实力雄厚、影响巨大的著名报团。每

个报团旗下都有众多报纸，如仅甘尼特公司就拥有99家日报、300多份周报。 无一例外，这些

报纸几乎都拥有自己的网络版。 

虽然报团的不断扩大能够有效地将资源进行整合，但同时报团的“传导效应”也导致了网络报

纸风格的单一。同一报团旗下的报纸，其各自的网站风格居然也有惊人的统一之处。除甘尼特

报团旗下的网络报纸风格略有差异外，其它大多数报团的网络报纸报道都存在这样一种倾向：

即如果一家报团对中期选举不够重视，没有辟出专门的版面进行报道，那么与之相对应的，该

报团所有的网络报纸都没有设立专门的选举专题，而只是把选举信息置于类似于“国内要闻”

这一类的栏目中。 

结语 

施拉姆曾说，报纸是社会的地图。在涉及到公共领域与公共事务方面，报纸的功能尤其如此。

对于像中期选举这样的政治大事，美国人已经越来越习惯于从网络上获取信息。虽然MSNBC、

CNN等综合性网站提供了一系列精美的多媒体信息和丰富翔实的调查性报道，但是报纸仍以其

信誉、质量，尤其是对地方事务的关注，占据着相当的市场。在传统报纸广告下滑严重、媒介

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网络报纸似乎正指向着传统报纸的新出路。 

从美国中期选举透视得出的结论，似乎也带着日益发展的网络报纸的很多共性：纸质报纸在影

响、效益方面的差距正借助数字鸿沟进一步拉大；网络正解构着报纸的地域性，同时也重构着

报纸的地域性；数字技术在网络报纸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融合，但与门户网站相比又普遍匮乏

多媒体信息；网络报纸在报道重大事件时经验不足，导致配套信息不足和服务滞后；报团的

“传导效应”在网络上继续延伸。一方面，制约传统报纸的许多问题都可以通过网络报纸从技

术上得到解决，网络报纸（Online Newspaper）与传统报纸（Offline Newspaper）的组合似

乎有着无比美好的前景，而另一方面，网络报纸要想进一步谋求自己的地位，似乎还任重而道

远。  

  彭兰：《论网络报纸的特性及编辑对策》，传媒学术网 

  http://www.ojr.org/ojr/stories/061105_Vaina/

  辜晓进：《走进美国大报》，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部分数据参考了“2006 International Year Book”, Editor & Publ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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