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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图像力量空前强大的“读图时代”，正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阅读。新闻图片作为“读图时

代的“盐巴”，让观者看新闻有滋有味，让拍者乐此不疲。但是新闻不是在现场有摄影记者或

有相机的时候才发生，数不尽的历史瞬间在遗憾中无法再现，而随着具有拍照功能的手机的越

来越多，在新闻发生的时候，只要在现场拍摄了图片，那么这张图片就是新闻图片，其次才能

谈得上图片的效果问题。由此不难看出，拍摄工具的保有量，左右着新闻图片的数量，随着拍

照手机数量的不断增长，拍照质量越来越好，用拍照手机记录的图片势必越来越多，并且拍摄

的图片可以通过无线传输功能，在第一时间传送出去，手机传媒技术正在推动新闻图片传播革

命。 

手机如影随形   图像采集信手拈来 

手机作为方便的通讯工具，正在如影随形地跟着人类活动变得无处不在。电信市场权威调研机

构 Pyramid Research 公司预期今年年底全球手机用户将达到26亿，而去年全球手机用户为23

亿，在2006年至2010年期间，预期全球手机用户的年复合增长率（CAGR）将达到8.7%。从明年

晚些时候至2008年早些时候，全球手机用户将增长到30亿。预期到2010年全球手机用户总数将

达到 35亿。 

来自中国信息产业部2006年6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到2006年5月底，中国手机用户数已经超过

4．2亿户。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30．3部/百人。美国知名市场研究公司eMarketer表示，2007

年中国手机用户的总数将突破5亿大关，约占中国人口总数的37％。预计到2010年，中国将会

有近半数的人（6.35亿）使用手机产品。 

6.36亿部手机，相信这个数量远远超过当时的相机数量，因为国际研究机构

StrategyAnalytics早在2003年的调查报告就显示，2003上半年，全球的可拍照手机销售量为

2500万支，首次超越数码相机同期的2000万台，即便退而求其次，我们假设拍照手机的数量和

相机的数量一样多，但是拍照手机的便携性还是让相机无地自容，再有不容忽视的是拍照手机

价格也一路走低（见2005年10月可拍照手机价格走势图）。我们也不必费尽心机的冥思苦想手

机中具备拍照功能的比例，因为现在随便走进一个手机卖场，我们已经很难买到不具备拍照功

能的主流手机，即便有时消费者认为拍照功能于己无用，但是千元以上的手机还是把几百万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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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拍照功能作为自己的“标准配置”，想要买到即时尚、流行，又没有拍照功能的手机，还

真挺困难。 

 

至于拍照手机今后的走向，国际电信趋势的首席分析师Naqi Jaffery说，多功能手机和特殊功

能手机的发展是手机数量激增的原动力。目前，手机的拍照功能发展迅猛，高端的拍照手机效

果已经接近于消费类的数码相机水平，虽然还存在差距，但差距正随时间而逐步缩小，随着图

像传感技术的发展，未来的图像传感器会采用新材料、新工艺，从而使图像传感器向着微型

化、微功耗、高可靠性和宽温度范围的方向发展，这些都有利于缩小差距拍照手机和数码相机

之间的差距，因而"取代"是设计应该努力的方向。 

拍照手机的保有量不断增长，比相机更便携的特性，拍照功能的不断完善，这个与人如影随形

的拍摄工具，势必成为新闻图片的最大采集力量。 

传送图片仅在弹指一挥间  

用手机拍照的另一个优势，就是利用手机的无线传输功能将照片在第一时间发送到电子信箱或

其他具备接受照片功能的手机上，而这个过程并不复杂，笔者专门做过测试，仅仅在弹指一挥

间。 

中国两大无线通讯运营商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目前均开通了能够无线传送图片的增值业务。彩

信是中国移动的多媒体信息服务（即MMS，它是Multimedia Messaging Service的缩写）业

务，能够传递包括文字、图像、声音、数据等各种多媒体格式的信息。彩e是中国联通推出的

“移动多媒体邮件业务”。凭借CDMA网络强大的数据业务功能支持，彩e手机用户可以在手机

与手机、手机与任意互联网邮箱之间进行邮件的互传。 

笔者买了LGc960手机用于CDMA网络测试，买了摩托罗拉手机A780用于GSM网络测试。在CDMA网

络上，传输一个100k以下的图片，用时大概在35秒——50秒（根据网络情况和图片大小），用

GSM网络的传输一个50K左右的图片，用时在35秒——45秒左右（根据网络情况和图片大小），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中国联通用于CDMA网络彩e业务所支持的图片大小不能超过100k，中

国移动彩信业务所支持的图片大小在50k左右。即便目前传输图片有些限制，但是作为新闻图

片传输，尤其是互联网刊发的新闻图片，已经足够用了。 

拍照手机今天的新闻图片拍摄、传输功能，已经可以达到成熟应用阶段，但是这不会止步不

前。手机多媒体化如火如荼，音乐手机、电影手机、高像素拍照手机、智能手机一浪接着一浪

的冲击着人们的感官，这也预示着随着科技进步，拍照手机的前景不必怀疑。全球手机业流行

着这样一种说法："照相是去年的大事，音乐是今年的大事，看电视是明年的大事"。在欧美及

亚洲其它各地，手机电视已被认为是继电视、广播、报纸和互联网之后的第 5 媒体形式，也

是电讯商、手机商、广播及电视传媒商的未来新利润增长点。电视手机要想流行起来必须具备

几个条件：足够的网络带宽、合理的收费计费体系、良好的手机载体。而一个好的电视手机应

该要具备：QVGA以上分辨率高亮度显示屏、大容量电池、良好的声音外放效果、高速CPU以及

大容量缓存等。而这些在满足了用手机舒适看电视要求的同时，也给拍照手机扫清了网络带

宽、高亮度显示屏、大容量电池等技术障碍，毋庸置疑，明天的拍照手机，对于新闻图片拍摄

和传输来说，应该是小菜一碟。 

革命尚未成功  应用决定发展 

新闻图片生产像其他形式的生产一样，依赖于某些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在结绳记事的年代不

可能产生微积分数学；在把文字刻在竹简上的年代，不可能诞生长篇小说；在手工作业、小规

模生产的自然经济社会，不可能通过工业的方式复制大批量的文化产品。一个新的新闻图片传

播革命正在进行时，但是就目前看来革命尚未成功，而成败在于应用。 

之所以说手机传媒技术推动新闻图片传播革命，是因为拍照手机能够完成图片的数码采集、传

 



输、阅读终端等以往需要很多工具才能完成的过程。之所以说革命尚未成功，成败在于应用，

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拍照手机目前拍摄的照片，还仅仅处于自娱自乐阶段，没有被新闻传媒广

泛应用。 

一部人类历史，也是不同文明兴衰荣败的历史。探究不同文明兴衰之谜，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

提出了著名的“挑战与应战”的历史分析模型，其核心思想是说每一种文明的兴衰从根本上取

决于它某种特别困难如自然环境变化或外部敌人入侵等的应战如何。成功的应战的结局就是文

明的繁荣，而文明的停滞、衰落乃至消亡是因为其创造力的丧失。一个文明的兴衰是如此，一

个传播方式的兴衰恐怕大致也难逃此理。从现阶段的传媒方式看，还是报纸、电视、广播、互

联网4分天下，用拍照手机采集的新闻图片要想迅猛发展，恐怕还要借助传统媒体的力量，而

这个主动权掌握在传统媒体手里，关键看传统媒体接不接纳和怎样接纳拍照手机采集的新闻图

片。 

手机传媒技术给移动通信带来的增值业务应用，这种普及率高、随身性强、方便快捷、互动功

能突出、个人化特征明显的传播技术必将给新闻宣传工作带来新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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