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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形式，互联网与报纸、广播、电视具有相似的新闻

和娱乐功能，它的出现、成熟与繁荣，对其他媒体形式形成了直接挑战。同时，互联网也在

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信息交流、网上购物、互联网广告等创新形式，冲击和影响着每一

个传统产业。 

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形式，互联网与报纸、广播、电视具有相似的新闻和娱乐功能，它的出

现、成熟与繁荣，对其他媒体形式形成了直接挑战。同时，互联网也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

式，信息交流、网上购物、互联网广告等创新形式，冲击和影响着每一个传统产业。 

        最近几年来，日益成熟的互联网对报业形成了很大的冲击，读者流失、发行量下

滑已是世界报业的共性问题。2005 年以来，在互联网冲击、宏观调控、平面广告审查趋严

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报纸出版印刷总量在经历了多年高速增长后陡然进入停滞期，

2005 年全国报纸印刷总量仅比 2004 年增长 3.18%，2006 年的形势也无好转迹象，报业赢利

能力受到挑战。在应对报业发展危机，报业正试图改变以印刷为核心的纸质出版的单一模式，

应用互联网、3G 手机等新的出版形式实现跨媒体出版已成为报业的一致行动。 

      报业印刷，正在受到跨媒体出版的挑战。 

 

        报业面临挑战 

        任何人都不会忽视互联网对时代发展的巨大作用和意义流程，它对人们生活方式

的影响已经从潜移默化变为直接的改变，也正在改变着各个传统产业的市场地位和生存空

间。 

        随着互联网的成熟，它对报业的影响越来越直接。国内报纸发行量下滑不是偶然

现象，世界报业都在受到互联网的冲击和影响。互联网的普及使读者信息获取方式多样化，

分流了读者群，且互联网广告也分流了报业的广告业务。据有关资料，最近几个月，美国报

纸发行量同比再度下滑，读者群缩小。近年来美国报纸印刷总量每年下降 2%，表明有更多

读者涌向了互联网和其他媒体平台。随着互联网以及手机、IPTV 等新技术平台的发展，传

统报纸的形态从纸质印刷向跨媒体出版转变的趋势不可阻挡。 

 

        报业跨媒体，报业印刷的挑战与机会 

        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以及新的 3G 手机的发展给了媒体更大的技术平台，报业不可

能对此视而不见。新的媒体方式使内容滚动，信息容量增大，这是印刷方式所无法做到的，

它对出版者的诱惑是直接的。 

        我国报业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起就已经涉足自己新闻网站的建立，目前所有报

社都有网站作为其重要的信息发布载体。之前，报业已开始制作光盘版的报纸合订本，目前

这种方式仍然时有出现。3G 手机、web2.0 的出现，使报业再次对新媒体形式表现出极高的

热情标签，已经有很多报社推出了手机报，如河北日报手机报已拥有很多用户，特别在 2005

年世界杯期间受到用户的好评。报业跨媒体出版行动已经开始，并将继续深入下去。 

        但是新媒体形式也有不足，它们对报业的贡献仍然很小，报业依靠网站赢利的预

期短时期内仍然很难奏效，但对自身纸质报纸的冲击和影响却是直接的。很多报社都在大力

发展自己的网站业务，将自己的所有纸质版面的内容上网免费发布，试图以模仿门户新闻网

站靠点击率赢取互联网广告的青睐。但是除了让很多网络迷不再阅读纸质报纸以外，并没有

给报业带来滚滚财源。靠广告来支撑新闻网站的设想困难重重，点击率并不能直接带来巨额

收益，而互联网游戏、影视音乐下载、杀毒软件等收费业务正在成为互联网收益的主要来源。

具有 5.5 亿 QQ 用户的腾讯，2006 年上半年财报中广告收入也只有总收入的 7.8%，何况报



社衍生的新闻网站还无法与新浪等大型新闻网站抗衡。新浪、搜狐、网易、腾讯四大门户网

站就占到了互联网广告收入的 40%。以竟价排名为广告基础的 Google、百度等搜索网站也

已经在互联网广告市场占据了垄断性的优势。 

        版权问题是互联网发展中的一个软肋，也是传统业务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MP3

播放器及各种免费下载方式的出现使唱片业受到打击高宝，唱片业似乎正在走向末途。而

MP4 似乎又要开始侵蚀 VCD 和 DVD 牒片的市场空间。各种创新的互联网收益形式不断出

现，但一起接一起的互联网侵权诉讼正在预示互联网免费与版权保护的冲突。不同的案例都

在强化互联网的版权管理意识，音乐、电影、杂志等都正在试图建立一个互联网授权方式而

收取费用，而报纸在新闻性内容版权保护相对缺位的情况下，免费向互联网开放着自己的独

有资源。目前互联网正在从无序向有序发展，网站对互联网广告的依赖程度也在降低，通过

创新的赢利模式来创造互联网价值的行动已经开始。 

        实际上，互联网可以提供多种信息形式，应成为传统纸质报纸内容的有效补充而

不是替代，这是报业印刷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实现报网互动，如平面广告和互联网广告的

捆绑、报纸文字新闻和网站音视频新闻互补等方式，也是报业的选择。北京青年报的北青网

利用自身优势大力开发增值业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无线增值业务占到了收入的 80%。 

        因此，跨媒体时代的报业印刷也不必自暴自弃，印刷仍然是报业的主要信息出口。

来自英国的报道称，在互联网和电视的挑战下，报纸依然是《金融时报》的旗舰产品和最主

要的利润来源。 

 

        报业印刷寻求创新 

        尽管受到跨媒体出版的严峻挑战，但对绝大多数报社或报业集团来讲流程，发行、

广告、印刷等传统主营业务仍然是业务的主体。报业印刷在新的形势下必须努力寻求创新和

发展，以期在报业跨媒体出版变革中仍然保持主导地位，并为报业创造更多的附加价值。 

        报业印刷在新的竞争形势下临对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报社日益重视有

效发行，关注报纸发行量过剩问题，从而限制了报业印刷量的发展；其二行业法规，受广告

业务变化的影响，报纸多版化趋势受到抑制，使单期报纸的总印张扩张趋势受挫。 

        回顾近十余年来报业的发展，我们感到报业的发展与报业印刷技术创新密不可

分，看到印刷技术发展对报业的意义和作用。激光照排技术的成熟使报纸版面编排实现电子

化印刷检测，消除了报纸编排瓶颈，为报纸向多版化发展扫除了技术障碍；彩色电子出版技

术的成熟和新型塔式印报机的普及，使报纸从黑白时代进入了彩色时代。报纸多版化、彩色

化进程，为报纸提高市场竞争力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其根本在于印刷技术的进步为报

业出版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条件。最近几年排版，源于没有出现报业印刷革命性的突破性技

术，造成报纸受到各种新媒体形式的强烈冲击。 

 

       但报业印刷技术也在进步现状及趋势，只是技术的成熟度仍然不高，新技术成本

仍然没有降到可以轻松接受的程度。报业印刷的创新，主要通过数字化技术来实现。如 CTP、

油墨预置、数码打样或软打样等。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使废报率下降、印刷成本降低、时效

性提高，报纸出版者赢利提高当纳利，并可以面向细分读者群提供更有针对性的阅读内容。

这些技术的应用正使报业印刷业越来越数字化。 

        印前制作工艺已经基本实现数字化，而数字化向制版和印刷工序的拓展，将推动

报业印刷新技术突破的实现，而且很多报社已经感到了新技术所带来的好处。CTP 技术的

采用可以推迟最后截稿时间，使报纸更具时效性裁切，其在报业应用已日益普及。如今业界

也很少再讨论该不该引进 CTP 系统，而是何时候再次引进新的 CTP 系统，应该引进什么类

型的 CTP 系统，以及如何控制 CTP 的使用成本等深层次的应用问题。 



        数码打样的应用目前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普及程度。使报业印刷具有了良好的色彩

控制能力，保证了印刷色彩、质量的准确再现曼罗兰，以吸引读者和更好地为广告商提供服

务。CIP3 油墨预置可以减少报纸印刷时的开机准备时间、减少废品，使印刷工艺技术进一

步进入数字化时代，排除了对操作人工经验依赖，可以更快更好地对印刷中最复杂的墨色进

行数字化预设，大大减少了印刷开机时的墨色不合格的废品报胶片，保证印刷色彩的均匀和

准确。很多使用了油墨预置技术的报社都反映，采用此技术使开机废报从几百份下降到一二

十份，开机调整时间也明显减少。此外，版心定位打孔弯版工艺在报业也得到了很大普及，

并已从 CTP 工艺扩展到了 CTF 传统工艺流程，使印版在印刷机上的定位标准实现了数字化

控制，达到了上版开机即套准的境界。该工艺与油墨预置技术配合使用，将复杂的开机调整

时间大幅缩减，使报业印刷的成本有效降低，墨色和套准质量得到根本的保证。 

        印刷生产准备时间过长、废品过多使报业印刷主要适合于大批量生产油墨，这是

报业印刷一个软肋，也是与网络媒体相比的弊端，上述这些新技术正在努力破解这个问题并

被证明十分有效。但是，这些新技术在报业的应用大多仍然是星星之火，没有全面推开北人

集团，对报业技术进步的推动效应尚未明显显现，这主要受到成本的制约。CTP 成本居高

不下，使 CTP 的使用率不高，引进 CTP 工作更加慎重，而传统胶片工艺仍然是报业印刷制

版的主流。数码打样在报业的普及行动已经开始趋于沉寂出版印刷，很多报社的 CTP 应用

仍然不充分，绝大多数报社仍然只是在重要版面进行打样，印刷车间的应用积极性不高，因

为打样有时间也有成本问题，而且报纸印刷的特点使印刷出来的所有报纸都达到样张水平是

不可能的，追样困难，也容易出现质量纠纷。油墨预置所面临的问题是很多报社不具备印前

CIP3 数据导出能力，原来的印刷机不具备数据导入能力。印前的改造和印刷机加装油墨预

置接口面临很高的成本压力，而且很多早期印刷机根本无法加装，国产印刷机尚不具备接口

能力等科印报告，都限制了这个技术的应用。 

        上述数字化新技术的采用，正在改变报业印刷只适合大批量生产、生产时间过长、

产品质量粗糙的不足，使传统的报业印刷离数字印刷的距离越来越近。报业印刷数字化的量

变已经开始，实现了向数字化印刷的质变已经不再遥远。报业印刷需要尽快向数字化印刷转

变，虽然实现数字印刷在报业仍不现实。但向数字化的转变已经开始。曼罗兰公司几年前已

经推出了 DIC  

      web 印刷机，其技术理念已比较成熟，只是仍难以解决成本的问题。 

        在新的时代，报业印刷的发展很快，战略需要不断调整和修正纸箱纸盒，互联网

时代来临，报业印刷作为传统产业受到影响也是正常的过程，不过这也更促使报业印刷尽快

实现技术进步。 

 

        链接 1 

        美报纸网站用户增 31% 补印刷媒体收入不足 

        美国报纸协会发布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2006 年上半年，尽管美国一些大型报

纸的用户人数有所下降，但读者每月访问报纸网站的平均人数增长了近 1/3。美国报纸协会

指出，互联网对于弥补印刷报纸读者用户人数下降，扼制广告收入下降至关重要。调查称，

2006 年上半年，每月访问在线报纸网站的用户达到了 5550 万人金融危机，而一年前为 4220

万人。该协会的 CEO  John Kimball 称：“新闻网站作为平面媒体的重要辅助手段，可以吸

引更多的用户群体。” 

        现在，传统媒体都在千方百计吸引广告商，因为有大量的客户向互联网等其他媒

体流失。调查表明，互联网对年轻读者尤为重要。总体上发展史，报纸网站使 25-34 岁读者

增长了 15%，而 18-24 岁的读者增长了 10%，更有《华盛顿邮报》网站 25-34 岁的读者增长

了约 60%。而传统媒体下降严重，《纽约时报》的用户下降了 5.8%，约 470 万人；美国最大



的报业集团甘内特所属的《今日美国》用户人数下降了 3%，降至 690 万人；《芝加哥论坛》

的用户下降 12.4%，约为 160 万人；《洛杉矶时报》的用户则下降了 9%，降至 220 万人。 

 

        链接 2 

        国内首家全流程、全媒体数字报正式上线 

        2006 年 12 月 20 日，欣逢《沈阳日报》五十八华诞，沈阳日报报业集团为读者

奉献了双重厚礼：国内首家全流程、全媒体数字报——《沈阳日报》、《沈阳晚报》、《沈阳今

报》正式上线；沈报集团所属大型综合网站——沈阳网（www.syd.com.cn）正式开通。沈报

集团在全国第一个推出全流程、全媒体数字报《中国印刷业年度报告》，实现网络出版，是

一次划时代的跨越。 

        全流程、全媒体数字报刊平台系统实现了从信息内容采集、生产制作、发布、交

换、反馈到经营的一体化流程。在内容表现形式方面，全媒体数字报刊不仅能真实展示传统

报刊的原版原式，更可增加视频、动画、音频等多种媒体元素，极大地丰富了读者的阅读内

容。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数字报业实验室秘书长冯玉明兴奋地说：“沈报集团全流

程、全媒体数字报刊上线，标志着‘中国数字报业实验计划’又取得了新进展，更是传统报

业树立数字报业发展战略并勇于大胆尝试的积极表现。” 

        中国报业经济研究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媒介管理研究所所长宋建武说，

这个系统已经全面突破了以前数字报刊系统的旧概念，具有较高的创新价值。它的成功开发

和应用，必将大大推动中国报业的数字化发展。 

        沈阳网因为承载了这张全国首份全媒体数字报以全新面貌正式开通，实现了革命

性的升级。它拥有 24 个频道、8 种数字报刊、上百个专题，初步形成了面向世界、服务沈

阳的大型综合网站的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