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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报纸网络版 Vs 传统版 

作者： 齐湘  

关键词： 报纸 网络版┊阅读：275次┊ 

自互联网泡沫爆破以来，全球的网络新闻业者都感受到沉重的财务压力，在二零零一年的倒闭裁员风潮之后，二零零二

年也在惨淡经营中度过。不幸的是，经过多年实验，直至今日，大多数新闻网站似乎仍然没有找到理想的营收模式。  

网络新闻十字路口  

香港媒体重视短期利益的经营生态，在这场危机中表露无遗。以网络广告来说，为了吸引使用者的注意力，大部份香港

网站（新闻及门户网站皆然）的版面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广告，闪烁不止的、忽然跃出的、上下飞越乃至于占据整个版面

的，其杂乱无章的程度使网页几乎无法阅读（这样的广告效果是否更佳实属可疑）。  

然而，由于网络广告收入仍然无法完全支持网站的营运，为了存活，不少本地新闻网站自二零零二年起已开始实行收费

制。一时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取代「Content is King」，成为网络业者共同的口头禅。有网站主管无奈地表

示，在短期内实现收支平衡是上级交代下来的最高目标，缩减服务并开始收费于是无可避免。至于读者对于付费浏览新

闻的接受度如何，读者对新闻网站的需求为何，以及其它长远的目标和理想，都已无力顾及。  

很明显地，香港乃至于全球的网络新闻业正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昔日的憧憬遭遇挫折，现实的压力不得不去面对，而未

来的目标究竟为何则无人知晓。  

报章网版未影响传统版销售  

要解决目前的困境，必须先深入了解市场的实际状况。二零零二年底，香港有十八个由传统媒体（包括报纸、电视、电

台）设立的新闻网站。以数量来说，这是一个竞争相当激烈的市场。然而，针对香港网络新闻市场的量化研究却不多

见。为全面了解香港读者对网络新闻的确切反应，我们于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底进行了一项针对全港居民的随机抽样电话

调查，八百五十三位年龄十五岁以上的受访者回答了关于传统与网上传媒使用习惯与态度的各项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香港是一个高度网络化的城市。六成三的民众每星期至少使用计算机一次，五成八曾用过互联网，更有

四成七的人透过宽频服务上网。大多数网络使用者都曾使用网络新闻服务。  

调查结果显示，使用人数（不包括海外读者）最多的报纸新闻网站依序为：《苹果日报》（15.4%）、《东方日报》、

《明报》（同为9.4%）、《星岛日报》（4.2%）、《太阳报》（2.5%），和《南华早报》（1.8%）。此外，有近一成受

访者在过去一周内曾造访过境外（美国为主）的新闻网站。  

进一步的分析着重于网上版与传统版报纸两者之间的竞合关系。站在报社的观点，在网上免费提供内容大致相同的新

闻，究竟意味着加强对传统版读者的服务，或者是在非读者中扩张这份报纸的影响力？ 

表一显示，《东方日报》是传统报纸中阅读比例最高的，其网络版的阅读率也有百份之九点四，不过，这些网络版读者

中其实有超过三份之二同时也读传统版（6.6%），只有不到百份之三的人只读网络版。整体看来，《苹果》、《东

方》、《明报》、和《太阳报》的网络版读者都有半数以上也读传统版，意味着两个版本的读者群有相当部份的重叠。

也就是说，免费的网络新闻似乎对传统报纸的销售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  

此一发现，与关于美国网络新闻的同类研究有相当的一致性。意即，传统报纸的生命力其实比想象中要更强大。即使免

费的新闻在网上垂手可得，多数人仍然宁愿花钱去拥有一份报纸。对报社来说，这其实是个好消息，至少，其获利来源

得以确保。但相应地，网络版得到的资源配置也就随之减少。  

此调查进一步探究读者对网络版和传统版报纸的偏好：在两种版本价钱、内容皆相同的假设下，高达八成三的网络新闻

读者（n=396）表示较喜爱传统报纸。即使在十五至二十四岁的年龄群中，仍有七成四表示偏爱传统报纸。这个结果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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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讀網絡版 5.7 2.8 4.1 2.7 1.2 1.1

兩者都讀 9.6 6.6 5.3 1.5 1.3 0.7

只讀傳統版 30.8 41.3 12.5 7.5 13.2 5.2

兩者都不讀 53.8 49.4 78.1 88.3 84.3 93.1

合計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N=853)      

上一篇 PREVIOUS 

下一篇 NEXT 

动态 NEWS 

 

文章 动态   

请输入您要搜索的关键词

nmlkji nmlkj

·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文化融合中的中国电影 

作者：陶建杰┊ 2003-10-10 

第二届中国影视高层论坛论文 [内容摘

要]：电影的创作分为三个层次。以观众

为主体的，参杂了观众的价值取向、审

美取向、认知取向的“三度创作”，使

得对于电影的理解越来越趋于多元化。

浓缩了各民族本身文化的电影，…… 

·赵月枝教授获批长江学者讲座教 2009-10-18

·国际青年影像季2009-2010 2009-10-18

·2009互动电视（中国）峰会通告 2009-10-18

·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 2009-10-13

·香港浸会大学第三届普利策新闻 2009-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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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示，网络新闻收费制可能会遭遇到的极大困难。  

实行收费制的风险  

香港十多个新闻网站中，有几个已针对全部或部份内容收费（有的是对海外读者收费）。调查结果显示，八百五十三位

受访者中只有十位表示目前正付费使用网上新闻。至于未来付费使用网上新闻的可能性，有两成三的网络使用者表示有

可能，其它七成七的使用者表示不太可能或非常不可能。  

贸然实行收费制的主要风险在于，几年来以免费服务辛苦建立的网上读者群可能毁于一旦。事实上，国内外的案例多显

示，一般性网络新闻很难诱发使用者付费的动机（即使是对海外读者收费）。而美国与台湾绝大多数的新闻网站在这个

问题上，也都持保守态度，继续提供免费新闻。  

如果收费制行不通，那么，摆在网络新闻业者面前一个残酷的问题便是：如果网上新闻服务找不到可行的营收模式，这

个新兴新闻媒体的未来该何去何从？其实，这并非香港独有的问题，全世界的内容网站都面对相同的压力。然而，香港

的网络新闻业由于财务压力，似乎已不惜牺牲服务的质与量。从媒体演化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危机，可能导致

网络媒体永远无法发展成熟。  

网络新闻服务的价值  

营利诚然是一大问题，但媒体经营者应该以更长远的眼光，来审视网络新闻服务的价值。对于任何具份量的传统媒体而

言，在网上提供无偿内容不但无损其核心业务的收益，更具有社会服务的性质。互联网已成为传统媒体不可或缺的传播

平台，不应该因为一时无利可图而以低劣的服务充数。此时此地，再谈甚么针对网络特性设计的独特内容或已过于奢

侈，但一个简单易用的接口、清楚的浏览动线，以及清爽悦目的版面，不该算是太过份的要求。  

全球各地的新闻网站已经以行动证明，即使在大幅缩减人员编制之后，仍然可以为读者提供水准以上的服务。而一个用

心经营的网站，绝对可以为企业形象带来加分效果。尤其在重大新闻发生之际，读者对网络新闻的需求往往大幅提高，

新闻网站的社会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香港有比例甚高的网络人口和宽频基建，但若没有成熟的网站服务，数码社会的远景便只是空话。期待本地的新闻网站

多重视市场研究，跟随世界潮流，以专业的态度，为读者提供质量俱佳的服务。  

作者：齐湘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文章来源：传媒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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