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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2013年是自媒体元年，那么2014年，以
“澎湃”为首的一批“新”媒体面世，标志着一批不
一样的新媒体走上前台。

新媒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首先是纸媒进一步
萎缩的压力所逼迫的。自 2013年底 《新闻晚报》 宣
布停刊以来，2014 年成为纸媒大凋敝的一年，死亡
名单越开越长：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 《风尚周报》、
上海文广集团的《天天新报》、上海报业集团的《房
地产时报》、赫斯特中国旗下的 《心理月刊Psychol-
ogies》 等纷纷宣告休刊或停刊……甚至还有被称为

“一代人集体回忆”的《杂文报》。
穷则思变，上海报业集团在这一年走在了前

面。随着邱兵一篇充满情怀的 《我心澎湃如昨》，
“澎湃新闻”在一夜之间赚足了全国人民的眼球。在
接下来的半年里，从历次“打老虎”到呼格吉勒图
案，“澎湃”高调出现在所有重大报道场合，并拿出
了不少有足够分量的独家报道，不由得令人刮目相
看。除了“澎湃新闻”，这一年上海报业推出的新媒
体平台还有“上海观察”与“界面”。

新媒体并非 2014年的“新”概念，那么这一年
的新媒体究竟“新”在何处？以往，高举“新媒
体”大旗的主要是几家门户网站，但在相关法规的
约束下，门户网站自采新闻范围受到限制，只能依
赖来自传统媒体的原创稿件。而现在由纸媒直接转
型的新媒体，则直接将原有的记者团队搬了过来，
也将传统媒体的原创优势移植了过来。而在传播介
质方面，这一波“新”媒体直接采取网页和手机
App并重的策略，跟上了行业潮流。

就在 2014年底，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步上海同行
后尘，推出了“川报观察”的手机 App。主编曾东
平忍不住高调拥抱新媒体：“新媒体虐我千百遍，我待它来如初恋。”可
以预见，2015将是纸媒更大规模转型新媒体的一年。

传统媒体转型新媒体的道路并非一马平川。“新的盈利模式呢？”仍
然是摆在这些“新”媒体面前的一句天问。但改革全无退路，正如茫茫
大海上看似无助的方舟，假以时日，新的大陆必会重新出现。

11月月55日日，，TCLTCL集团在集团在20152015拉斯维加斯国际消费电子展开幕前拉斯维加斯国际消费电子展开幕前
日举行新品推介会日举行新品推介会，，面向北美市场发布中国首款量子点电视面向北美市场发布中国首款量子点电视
HH97009700。。量子点是一种前沿科技的纳米材料量子点是一种前沿科技的纳米材料，，具有独特的光电特具有独特的光电特
性性。。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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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好又叫座 赚钱赚吆喝

移动端盈利模式何在？
本报记者 刘 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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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国家队”扬帆转型，在微博、微信、手机客
户端全面落地；门户网站抢点布局，在移动端掀起新的
竞争；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创业公司异军突起，在
移动互联网的红海强势突围……如此图景已成为中国移
动互联网领域的“新常态”。

对于移动互联网的未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都已经
各自张开翅膀。不过，在依靠技术、内容投入获得用户
几何级增长的同时，似乎少有媒体从移动端赚得盆满钵
满，对于盈利模式的想象，也大多停留在初级阶段。

站稳脚跟只是第一步，对于移动端的参与者而言，
接下来如何“站着就把钱赚了”，看上去还是个脑力活
儿。

“搬运工”和“思想者”：
“脑洞”开得不够大

回顾过去的一年，“今日头条”和“澎湃”无疑是移
动端的现象级产品。前者以个性化的新闻推送，俘获了
上亿用户，不仅拿下1亿美元的C轮融资，市场估值也已
达5亿美元；后者以诉诸情怀的姿态成为舆论场上的“奇
葩”，通过时政、舆情类原创报道赢得了一席之地。

两者虽然同为移动App，但运营理念和模式却截然不
同。

自称“新闻的搬运工”的“今日头条”，从诞生之初
便散发着浓厚的技术气息，利用数据搜索和用户分析看
人“上菜”，是典型的“渠道为王”；而“新闻和思想平
台”的“澎湃”，则依托传统媒体背景，从内容的尺度和
深度上突破，延续的是“内容为王”。

然而，抛开“‘渠道为王’还是‘内容为王’”之辩不谈，
同样赢得好评的两者，在将用户和内容价值“变现”为真金
白银的探索方面，“脑洞”却开得不怎么大。

“今日头条”创始人张一鸣此前表示，目前“今日头
条”的营收主要来自于开屏广告和信息流广告。此外，
未来将形成广告联盟，为合作媒体解决移动端的商业变
现问题。而“澎湃”的产品总监孙翔同样表示，“澎湃”
的盈利模式大体可分为广告展示、原生广告、优质内容
输出等。

无论是流着传统媒体血液的“澎湃”，还是纯种互联
网公司“今日头条”，似乎都未走出广告盈利模式的窠
臼。

“傍大款”和“做广告”：
“蛋糕”吃完怎么办

其实，对于方兴未艾的移动互联网而言，广告收入
依然令人垂涎。传统媒体广告难掩颓势，PC端的广告也
逐渐流向手机端，广告收入这块大蛋糕不吃白不吃。

据腾讯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该季度公司
网络广告收入达 24.4 亿元，比上季度增长 18.2%。腾讯
CEO 马化腾特别提出，QQ 空间手机版和微信公众账号
广告的推出助力不少。

乐观来看，对移动端盈利模式的忧虑，未免有些杞
人忧天。对正处于跑马圈地阶段的移动互联网而言，背
后有“大款”的重金支持，大多媒体并无生存压力之
虞。对自媒体来说，微信等公众平台本身成本较低，基
本可以安心做内容，待用户和影响力成熟之后，效仿

“澎湃”做 App 可成未来选项；而对腾讯、“今日头条”、
“澎湃”们来说，“傍大款”的收入至少能在两三年的时
间里支撑其内容和技术创新。

不过，一旦受到盈利需求和生存压力，广告的收入
只能算作“零花钱”。从整个互联网领域观之，广告营收
的数字充其量是“看上去很美”。2014年第三季度，腾讯
和网易的广告营收实际只占到其总收入的12%和14%。因
此，对于现阶段紧盯广告收入的移动端新贵来说，未雨
绸缪没有什么不好。

而基于内容的收费模式，也被证明难以为继。《纽约
时报》 的“付费墙”和“付费门”难以挽救其颓势；微
博和微信推出的“打赏”，顾名思义，也不过是“一小
撮”用户提供给自媒体人的一颗糖果而已。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说：“业务模式的
创新需要盈利模式的创新来保障。如何创新‘变现’渠
道，获得内容带来的增值和利润，这实质上是当前传统
媒体转型的关键之所在。”

“服务性”和“垂直化”：
“指尖”称霸或可期

盈利模式的创新行之不易。就世界范围来看，除了
广告盈利的模式较为成熟外，其他模式均在探索之中，
而对于盈利的探讨也大多限于盈利点的发掘，而非成型
的模式。

产品差异化、细分化不足，盈利思路不明……种种
因素都造成了目前移动端媒体“赔钱赚吆喝”的窘境。

谁能够成为指尖上的胜利者，业界和学界众说纷

纭，其中亦有共识。
有学者认为，开发符合用户个性化需求的附加服

务，提供受用户欢迎的增值服务，创造更多附加价值，
是实现盈利的有效途径。

换言之，首先要把媒体当做产品来做，将新闻从单
纯的内容转变为一种途径，将用户引导到更具商业价值
的服务上，比如游戏和电商，抑或在线教育、在线医疗
等。目前，移动支付已经为这些服务提供了完善的平
台。当然，这首先需要靠内容黏住足够数量的用户，又
有技术平台对大数据进行分析。

“包括教育、金融、房产、汽车、美容、健康等领域的消
费市场机会，以及特定人群消费需求的满足是未来传统媒
体进行移动互联网产业机会开发的重要方向。”中国人民
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彭兰说。

也有媒体从业者认为，推动垂直化内容价值的增值可
作为移动端媒体盈利的一个选项。在新媒体渠道多元化的
时代，用户细分化趋势相当明显，基于专业性、特色细分化
的独特内容正为用户所需。因此，基于各领域垂直化，兼具
深度和趣味性内容的媒体正迎来发展的春天。

铃声响起，一条突发新闻出现在你的手机屏幕上。
在移动互联网“狂飙突进”的一年里，上述场景已为数亿中国人所经历——据中

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数据，截止2014年6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27亿，
手机上网网民比例首次超越PC端。

顶层设计随之而来。2014年8月，中央深改领导小组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
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扩大了人们的想象空间。

跨平台 新融合
海外发展布局全球

实地了解、获取新加坡樟宜机场
的最新反馈，将现场情况进行汇总，
通过微信平台第一时间传回消息并将
现场图片上传至海外网内容发布平
台。短短10分钟，一篇追踪“亚航飞
机失联”的新闻报道，就成功通过海
外网的平台，从新加坡报道出来。而
全部“跨国交流”的工具，仅仅是一
部普普通通的智能手机，但带给读者
和用户的却是事件的最新进展和生动
的现场感。

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用户数量的不
断攀升，不仅仅是网站，微博、微
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兴媒体发展势头
同样迅猛。在新形势下，海外网早早
确定了“一个网站”、“两块版面”、

“三大移动平台”的报网融合发展战
略。通过媒体融合的新模式，海外网
大胆探索，在面向海外传播中国声音
方面，海外网更是当仁不让地冲在前
面。

海外网目前已上线“新加坡”、
“德国”、“荷兰”3个国家频道，加上
华人频道，力争通过互联网的多维度
报道方式，推动传播模式升级，更好
地体现“海外视野、中国立场；思想
高度、人文情怀”的办网方针，将海
外网影响力扩展至海外。目前，海外
网日均流量接近千万，海外网国家频
道的海外读者占比接近 10％，超过国
内大部分中央级媒体网站。未来国家

频道有望开设至美国、英国等多个国
家。

练内功 走出去
全方位提升海外影响力

媒体融合发展是一场深刻的变
革。在这场变革中，争取第一时间在
新媒体平台发出声音已经成为主流媒
体运作流程的新常态。海外网在内容
报道上，更是从“热度、深度、速
度、锐度”四个方面，严格把握，“苦
练内功”，通过优秀内容提升海外网的
全球影响力。

2014 年 APEC 会议在北京召开，
海外网全程参与到会议报道中，并通
过网站、视频、手机客户端、微博、
微信等形式，将报道全方位立体化推
送给全球网友。会议期间，海外网国
家频道及华人频道同样收获了来自海
外华人网友的“点赞”：显示来自荷兰
的网友“APEC蓝”说，“海外网的报
道及时，接地气。” 显示来自德国的
网友“Hamburg”评论说，“海外网德
国频道关注德国的方方面面，信息特
别实用。”

海外网走出国门的过程，不仅是
传统媒体向全媒体的渐变，同样是记
者和编辑向全媒体记者发展的过程。
这不仅要求记者一人能够“身兼数
职”，即“能写能拍能录能出镜”；还
要求记者可以通过多语种同海外采访
对象进行沟通和报道。海外网华人频
道将在2015年推送的“海外投资会客
厅”大型访谈节目，就是通过中英双
语进行采访，向海内外进行传播，目
前已有包括新西兰、法国、澳大利亚

等多个国家的使领馆官员和企业有意
向接受采访。

不仅仅是内容建设方面，海外网
国家频道还通过多种沟通形式和落地
活动，将海外网的国际影响力直接传
达到所在国家及其周边地区。以新加
坡国家频道为例，该频道直接采访了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先生，并当
面介绍了海外网的发展情况，马哈蒂
尔先生表示对此印象十分深刻。而海
外网德国频道的合作方“德国开元
网”在德国当地拥有非常庞大的华人
读 者 群 ， 海 外 读 者 占 比 峰 值 高 达
13％。同时，该频道在德国的旅游服
务等方面拥有非常成熟的服务落地资
源，切实为海内外用户提供专业服务。

一位德国慕尼黑的中国留学生留
言说，一直以为登录媒体网站就是读
新闻、看评论，没想到我在海外网的
德国频道上找到一条期待已久的自驾
游线路信息，从景点介绍到酒店信息
都非常详尽。我照着这些信息去做，
旅行顺利，“圆了我在回国前的一个小
心愿”。

“无论身在何处，只要登录海外网，都能浏览到

最新的海外华侨华人的资讯”，“在手机上，通过‘海

客’新闻客户端，也可以随时阅读《人民日报海外

版》原汁原味的文章”…… 新媒体让读者获取新闻

的方式更加灵活，而海外网更是在传统媒体与新媒

体融合发展中，结合自身特色，大步走向海外，收

获了海内外网友的一致“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