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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随着宣称能结束“一杯茶、一张报纸时代”的手机报纸的出现，新闻传播学界和业内人

士开始对这一新兴传播现象产生了研究兴趣。大家的关注点多集中在手机报纸成为“第五媒

体”的可能性和对现有报纸的可替代性上面。而本文则认为，手机报纸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

相对优势，但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难以避免的瓶颈。这些问题同样需要引起我们的关

注和思考。 

  一、 手机报纸产生的时代背景 

    所谓手机报纸，是最新电信增值业务与传统媒体结合的产物。换言之，就是将纸媒体的新

闻内容，通过无线技术平台发送到用户的采信手机上，使用户随时随地第一时间通过手机阅读

到当天报纸的全部内容的一种信息传播业务。它的诞生得益于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    

    首先，通信和手机技术的发展使手机报纸的产生成为可能。早在2000年，中国移动就推出

了将GSM网络与Internet网络沟通融合在一起的WAP业务，为移动通信与因特网之间架起了一座

应用平台。彩信、IVR、WAP等技术带来的图文并茂和声像共现的新的信息传输形式，为手机打

开了通讯以外的另一片多媒体天空。同时手机的逐渐普及和每年用户量的激增也为手机报纸提

供了不断增多的潜在消费者。到2003年末，中国新增电话用户1.12亿户，移动电话新增6300万

户，占56%，达到2.69亿户。① 

其次，人们对信息产品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也刺激了手机报纸的产生。“伴随着民族

国家的勃兴而产生的传播体系的集中化和民族性质，明显地体现于将民众整合进纵向的体系。

发生于传播结构引力中心的变化，已相应地影响了在今日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各种主观性。消费

者现在具有更多的选择范围，并且对他们也许想要购买的文化形式也有更多的控制权。这使得

消费者能够规避文化生产的传统形式，享受着符号资料前所未有的多样性。” ②由生产者主

权向消费者主权的逐渐过渡，为手机报纸提供了生存空间。 

最后，传统媒体寻求多种经营和拓展生存空间的需要是决定手机报纸产生的内因。因特网在全

球的普及，打破了传统大众传播媒介既已形成的竞争格局，受众和广告市场的重新配置以及来

自新技术的挑战，都让它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利用新技术带来的传播方式，联合传统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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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自身资源优势，跨媒体多种经营，无疑成为了传统媒体保持竞争力的首选之道。手机报纸

作为报社和通信、网络之间协同运作的产物，给传统报纸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所以手机报纸

的产生也可视为纸媒体在业务发展中的一次大胆尝试和重要突破。 

二、手机报纸的特性 

作为一项新的信息传播业务，手机报纸具有以下特性： 

一、服务个性化。手机报纸能按需提供分类新闻信息。目前，手机用户可通过发短信和登陆相

关网站的方式订阅手机报纸。根据需要，手机报纸在每天不同的时段内，为用户提供快速、精

炼的新闻信息。而传统媒体发布信息面对的是不特定人群，信息不具有专门化。人们在面对海

量信息时，必须花费一定时间去选择其所最关注和急需的信息。分类信息的按需提供，使得新

闻信息的传播具有人性化。 

二、即时接收和动态传播。传统媒体的用户必须寻找特定时间、空间内的固定载体才能接受新

闻信息。而几乎遍布全球的GPRS网络设施使得手机能够为人们实现不受时间和空间影响获取信

息提供可能。例如：2005年5月17日，由杭州移动和杭州日报报业集团合作开发的手机报纸，

其手机订阅用户就可在杭州地区以外看到杭报集团下属《杭州日报》等报纸，而无需要支付漫

游费用。③手机便于携带的特性也为人们随时翻阅新闻信息提供了现实可能。 

三、意见反馈及时。现在国内的手机报纸基本都开通了新闻短信评论功能，订阅者可将自己的

感想意见及时发送到无线报纸平台，传受者之间没有隔膜，实现直接交流互动。传统媒体下的

受众基本处于被动接受信息的状态，即使能通过信件、电话等方式将意见和观点反馈至传者，

但这种反馈在即时性方面和手机报纸相比难以望其项背。 

四、开展业务成本低。从浙江手机报的运作方式来看，它的新闻基本上都是来源于对纸质报纸

上现有新闻的编辑、精简。而没有专业的新闻采编人员。图片和一些影象资料也都通过对现有

相关媒体的剪辑、下载，传输到手机信息平台上。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它的经营成本。 

三、手机报纸发展的瓶颈 

虽然手机报纸的产生引起人们对“新媒介”到来的众多猜测，但目前由手机商、网络服务商和

报社联合经营的手机报纸则只能被看做是一项跨行业联合运作的新业务。所谓“新媒介”主要

是指光纤电缆通信网、都市型双向传播有线电视网、图文电视、电子计算机通信网、大型电脑

数据库通信系统、高清晰度电视、超级信息交互通信网络和多功能媒体。④所以我们可以认为

手机是新媒介的一种，但手机报纸只能看做是它所承载的一项传播业务。既然作为由报纸、网

络商联合开发的业务，手机报纸在发展中必须能够带来增值效益。而在对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后，我们发现手机报纸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仍存在着许多不利因素。 

一、产品悖论：手机作为人际交往的基本通讯工具，一般意义上回避大众传播公开性和广泛

性。手机报纸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订阅新闻，也可以随意取消订阅，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满

足人们可自主选择信息的心理需求。然而手机报纸为人们提供的是大众传播的产品，在它提供

的产品中势必会体现出大众传播的特性。为订阅新闻，手机用户的号码将被传送到无线信息平

台，那么用户的个人隐蔽性会遭到破坏，他一样要被公开地置于大众传播的网络之下。这样一

旦传播者为搭售新闻而大量发送其他信息，手机报纸的订阅者将无法防范。在今后的发展中，

如果手机报纸过分强调其大众传播的效应，或为达到报纸大众传播的目的，则势必与手机人际

沟通隐私性的功能冲突。如果不能协调好大众传播与手机个人通讯功能之间的矛盾，则这一业

务的发展必然会陷于两难的尴尬境地。 

二、 内容同质化：手机报纸缺乏作为一种新产品所应该具有独特业务。我们知道新产品要想

在市场上占有自己的营销份额，必须具有其他同类产品所不具备的独特性和排他性。但目前，



手机报纸没有原创内容，缺乏自己健全的采编体系和运作管理体系、专业的媒体从业人员队伍

等。其现有的有关媒体业务所有运作，包括新闻来源都是依附于传统媒体或者互联网，比如说

现有的“手机报纸”大多是把报纸内容直接翻版到用户的手机上。新闻信息资源的同质化，会

使手机报纸失去竞争力。目前在强调“内容为王”的媒介产品竞争时代，内容的同质化无疑将

是手机报纸发展的死穴。同样尽管受众在使用手机报纸时享受到了一定的便利和自主性，但求

异、求新的需求心态会最终使人们厌倦不能带来新内容的手机报纸。产品内容的同质化以及无

法满足消费者的多种需求将会降低手机报纸的市场竞争优势。 

三、消费人群定位不准：手机报纸针主要针对没有时间买报读报的群体和在紧急状态下找不到

报纸而又需要相关信息人的需要。能够进行手机报纸消费的人群，须在手机上开通GPRS或

CDMAIX网络。而观看多媒体信息和启用视听功能的手机，则必须具备象彩屏、WAP浏览器等高

端技术功能。这些在消费者市场上具有较强购买力和经济实力的人群，这些能够购买高档手机

的中、高消费人群，相对于那些低收入的人群，接触和掌握多种信息资源的机会相对要多。那

么，在能够占有大量信息资源的前提下，他们还会坚持长期选择手机报纸吗？无线上网的手提

电脑和手机无线上网功能，会分流走这部分消费人群。能否将这些消费人群锁定的，也会影响

到手机报纸的市场基础。 

四、技术瓶颈：手机报纸发展有赖于它所依靠的手机技术的提高。目前，中国移动彩信的理论

容量为50K，文字加图片，一般SP（手机数据增值服务供应商）规定的文字在2200字以内。对

于一般新闻稿件以2200～2500的文字容量，可以一次发送5～8条信息。目前较大的手机屏幕分

辨率为176×220像素，屏幕约在2～3英寸左右，仅能看清楚足球赛。手机媒体所承载的信息不

只是文字，还有视频和音频信息，目前这部分技术已经成熟。十几分钟的动画用RM流媒体格式

压缩到手机上，需要占有1M内存，而绝大多数手机容量为2M左右，也就是说手机作为媒体的存

储量也刚刚可以满足需求。⑤通常人们习惯于宽屏和浏览式阅读，而对狭窄视觉范围内的频繁

翻页阅读不太适应。为了达到全面显示多媒体信息之功能和符合人们的阅读习惯，手机屏幕难

免会越做越大，而其附属功能也将越来越全。那么这一点会不和手机报纸原有的优势——便携

性相冲突？根据2004年2月28日 深圳新闻网报道：由美国Vulcan公司开发的世界上最小的掌上

电脑，屏幕只有5.6英寸，视频、音频和无线上网功能等一应俱全。从手机开发商的“大而

美”的设计趋势，到今天掌上电脑越做越精巧，我们很难预测将来手提电脑是否会吸收手机的

通讯功能而演变出一种新的媒体。不管怎样，届时失去载体的手机报纸将不复存在。 

五、广告：强迫型还是选择型？众所周知，媒介的广告市场中存在可替代性。目前手机报纸主

要靠订阅费用的分成来满足服务商和报社之间的利益分配。这对于手机报纸的长期发展显然是

杯水车薪。作为个人通讯工具的手机，本能的排斥广告侵袭。如果广告可以接受，那么广告投

放形式又该如何进行，是采用强迫型（即不经用户同意而发送广告）还是选择型（由用户自选

或同意发送广告）呢？如果采用强迫型，手机报纸订阅者为方便自由检索新闻的本意将被大打

折扣，其手机的隐私空间也会受到侵扰。如果采用选择型接受广告和订阅广告是否需要支付一

定的费用？同样与我国传统媒体的广告业务相比，作为刚刚起步的手机媒体广告业务没有工

商、税务等主管部门的监督和职业培训等这样相对成熟的配套服务。所以一些运营商宁愿承受

经济损失，也不愿冒政策风险来经营手机媒体广告。⑥ 

“一种新的媒介技术的问世之所以迅速地使另外一个甚至多个媒介技术‘过时’，重要的原因

在于其他媒介成了该新媒介的内容，而该媒介又满足了人类不断变化的需要。” ⑦手机报纸

作为多媒体联合运作的新增业务部分，因其发挥了多媒体协同效应，使得媒体资源的运用呈现

多元化。同样的信息通过不同的形式，包装成适合不同传播媒介的产品，扩大了市场，以相对

节省的成本获取较大的经济收益。新生事物的发展需要一定的过程，作为多种经营一次尝试，

手机报纸有着发展潜力同时也存在不容忽视的瓶颈问题。在“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媒

介竞争市场上，机遇和风险共存。我们也应该更加理性地预测和分析手机报纸的发展前景。 

注释： 

 



① 参见：通信信息报 《2004年中国通信市场环境分析》，2004年2月5日  

②（英）尼克•史蒂文森著  王文斌译 《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商务印书

馆2001年第1版，209页 

③参见：http://www.mnews.com.cn/default.asp 

④贾国飚 《媒介营销——整合传播的观点》，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面，34页 

⑤参见：http://it.sohu.com/20050426/n225336904.shtml 刘克丽 《关注手机媒体（上）》 

⑥参见：http://it.sohu.com/20050426/n225336904.shtml 刘克丽 《关注手机媒体（下）》 

⑦支庭荣 著 《大众传播生态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1版 ，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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