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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媒体新闻客户端遭遇现实生存挑战

　　在国家层面的媒体深度融合政策和“学习强国”APP现实的实践示范效应的双向外在

推动下，当前我国大部分传统媒体已经意识到媒体深度融合的重要性和方向性，但当下推

动传统媒体手机新闻客户端创新与转型升级的动力，绝不仅仅外在地源于国家层面的媒体

深度融合推动，更内在地源于传统媒体手机新闻客户端遭遇到了现实生存挑战。在7月22

日发布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No.11（2020）》中，其分报告《2019年传统媒体手机新

闻客户端创新升级发展报告》中指出了当下传统媒体手机新闻客户端遭遇到的现实生存挑

战。

　　用户习惯碎片化“刷”新闻

　　根据极光大数据发布的《新闻资讯行业研究报告》，截至2019年8月，新闻资讯类APP

用户规模达6.2亿，渗透率达53.9%。这意味着过半数的中国移动网民均装有手机新闻客户

端。

　　而促使用户是否打开所选择的手机新闻客户端排前三位的因素分别是：55.2%的用户

是关注新闻资讯平台上自己感兴趣的自媒体，53.6%的用户是想看新闻资讯，而42.5%的用

户是观看资讯平台上的短视频、音频和电子书等其他内容。

　　用户选择新闻资讯阅读的时间场景排前三位的分别是晚间休闲时间（占60.3%）、随

时随地一有空就刷（占47.6%）、午餐及午休时间（占46.2%）。可见，碎片化的休闲时间

成为用户阅读新闻资讯的主要时间场景。用户新闻资讯阅读习惯趋于碎片化，他们的习惯

也变成更多地“刷”新闻，而非从前坐在电视机前“等”新闻或在电脑前“搜”新闻。

　　然而，通过实践观察我们发现，我国大多数年轻与中年用户群体工作学习与生活方式

的“快节奏化”，客观上导致了这类用户群体阅读时间场景的“碎片化”特征，偏爱

“刷”更直观的音频、短视频、视频、直播等内容展现形态的新闻资讯；传统媒体开发的

手机新闻客户端虽然秉承了传统媒体专业化的PGC内容生产方式，但内容展现形态不具有

时代性，过去两年大多仍然停留在以文字、图片为主导的形态上；内容承载的量不够丰

富；而社交网络（微博、微信）上的内容质量虽良莠不齐，但满足了用户“碎片化”阅读

时间场景下对热点新闻的即时性需求和特色自媒体号的需求；具有聚合功能的大型商业性

手机新闻资讯客户端，虽然内容质量参差不齐，但却能满足用户对内容丰富性的基本诉求

（一般用户手机端下载的新闻APP数量很有限）。

　　由此可见，在即将开启的5G时代，以往我国大部分传统媒体创办的手机新闻客户端在

产品基本功能与体验设计上，与用户客观上“碎片化”时间场景的基本阅读诉求不相符，

因此，大部分传统媒体创办的手机新闻客户端遭遇到了很大的现实挑战，即较少受到用户

的主动下载，且用户持续使用意愿不高，用户日活量甚至月活量小的现实“尴尬”。

　　供给侧面临多元化内容竞争

　　从内容供给主体来看，在我国呈现出传统媒体、政务发布、自媒体“三分天下”的新

媒体内容生态格局。传统媒体基本完成以“两微一端”为主体的移动传播布局，政务发布

基本形成覆盖中央部委、省、市、县四级发布体系，自媒体从业人员已超过300万。政务

新媒体和自媒体的勃兴，对传统媒体的发布权和解读权都形成了冲击。

　　从内容供给主体的竞争力来看，传统媒体遇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强有力竞争者。一是

来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少数出类拔萃的自媒体具有很强的内容生产及营销能

力。二是来自以“智能聚合”“智能推荐”为利器的商业平台，这些商业平台虽然不是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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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但胜似媒体，具有很强的媒体属性。从流量看，聚合类和门户类平台的手机新闻客户端

优势明显。面对内容供给侧这两股势力的夹击，传统媒体要想抢回用户注意力资源，必须

推动其既有新闻客户端的不断升级，打破这二者的独有优势，并形成新优势。

　　商业模式在挑战中突围

　　报告指出，当前手机新闻客户端的商业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承袭传统媒体时代的

“二次售卖”模式，即将客户端内容免费卖给网民用户，再将用户流量卖给广告主，以各

类网络广告为主要变现模式；二是以内容付费为主的“一次售卖”模式，俗称互联网时代

的“付费墙”制；三是同时面向内容供给群体和内容消费群体开放的聚合型“平台模

式”。

　　上述三种商业模式的落地，都遭遇着不小的挑战，用户规模难以与商业聚合类传播平

台抗衡，而用户黏性不及商业垂直类自媒体及其传播平台，对广告主的吸引力不够，广告

变现模式难以落地。而新闻付费在我国也因用户付费意识弱、可供用户付费的优质原创新

闻资讯持续供给困难而更遭坎坷。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新闻采编队伍的稳定性、内容生

产以及产品更新的积极性。

　　因此，传统媒体各类手机新闻客户端，迫切需要探寻自身现实可行的商业模式，以解

决互联网主导时代下的生存之道，这已成为传统媒体创新升级既有手机新闻客户端商业模

式的内生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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