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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客户端破解同质化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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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新闻客户端如今正进入战国时代。从门户网站到传统媒
体，从中央媒体到地方媒体，都希望从不断看涨的移动端分一杯
羹。近日，艾媒咨询发布 2015年手机新闻客户端排行榜。腾
讯、网易、新浪、搜狐等门户，今日头条、一点资讯等行业新
贵，人民日报、澎湃等传统媒体转型产品均榜上有名。

不过，安装了多个新闻客户端的用户常常有这样甜蜜的烦

恼：重要新闻一出现，手机里的客户端纷纷弹出推送。面对不实
消息，客户端的推送也是“异口同声”——日前，有媒体误报

“九江地震”，数家客户端集体中招，摆了乌龙。
不可否认的是，在主打新闻聚合的情况下，如今的新闻客户端

无论在用户界面和内容上都普遍存在同质化现象。如何构建内容上
的核心竞争力，是新闻客户端在竞争中突围的必经之路。

同为资讯输出平台，普遍内容的同质
化难以避免。因此，深度新闻便成了各大
新闻客户端寻找差异化的领域之一。

传统媒体转型而来的新媒体产品，
由于拥有常年“摸爬滚打”的经验，对
于新闻事件的判断和解读更有心得。在
新闻客户端中，这种长于深度报道的特

点在澎湃新闻等产品上体现明显。
澎 湃 新 闻 从 诞 生 之 初 便 主 打 “ 时

政”与“思想”。内容上的定位以及诉
诸情怀的理念迅速为其在客户端的竞争
中找到了位置。根植于传统媒体的采编
团队，能够在短时间内进行时政新闻的
二次解读和深度报道，为其赢得了良好

的口碑。
类似的还有界面新闻，作为澎湃的兄

弟媒体，界面新闻凭借在财经和商业新闻
方面深度报道站稳了脚跟。

由此来看，新闻客户端未必大而全，
寻找到内容的“痛点”并做深做大，依然
能够强势突围。

没有大平台依托、没有政策扶持，今
日头条的逆袭之路堪称神奇。

在内容同质化的情况下，科技含量成
为区分新闻客户端优劣与否的标准之一。
今日头条以及一点资讯的取胜秘诀在于

“算法”，即基于用户的使用数据，为其提供
个性化的新闻内容。一个越来越“懂你”的

客户端，培养了不少重度用户。
算法并不神秘。事实上，包括《纽约

时报》在内的传统媒体，也开始利用算法
为编辑推荐稿件，而且效果不错。算法越
来越将编辑从庸常的选编稿件中解放出
来。

算法也并不神奇。实际上，即使深度

依赖算法的客户端，依然无法完全摆脱人
工的干预。去年6月，苹果公司为其新闻
团队招聘编辑的消息，显示出在数据分析
之外，依然需要人工的“温度”。

总而言之，算法已经成为新闻客户端
决胜的武器之一。算法究竟能否完全取代
人工，这还得看技术的造化。

客户端的内容争夺已经不限于文字，也
不仅在于干巴巴的图片和视频。在移动端，
利用新技术、新工具创造的可视化新闻产
品，深入洞察和分析信息，并按照读者更易
接受的方式呈现，往往具有极高的传播率。

近年来，由 H5（HTML5）带来的新闻

可视化呈现，成为新媒体行业最突出的特
征之一。在碎片化阅读趋势明显的情况下，
如何把文字、数字转化为友好可视的内容，
各大客户端也是下足了工夫。人民日报中
央厨房和客户端在两会、九三阅兵等重大
新闻事件期间推出的 H5 产品，颇受好评；

网易的“数读”栏目以丰富的图表形式解读
数据，确立了独树一帜的数据新闻品牌。

事实上，不少可视化手段仍处于试水
阶段。何种方式能够成为用户喜闻乐见的
常态、谁能够在呈现技术上独领风骚，有
待于新闻客户端各显神通。

在“大新闻”战场上角逐之外，新闻
客户端也将目光瞄准了本地化，试图以此
向本地用户提供“小新闻”，并以此为一
系列的本地化服务打好基础。

目前，搜狐、网易、今日头条等客户
端都开通了地市一级的新闻频道，向用户
推送本地化的新闻和资讯。

去年10月，人民日报客户端三期上线，
推出“政务服务”、“生活服务”等新功能。根据
用户所在城市，提供对应的政务信息、便民缴
费、文化娱乐、生活休闲等服务。除了读新闻，
还能够交水电费、找美食、买电影票；同在去
年，腾讯新闻客户端民生页卡正式上线，加入
了城市服务行列。而此前，微信早已布局城市

服务，广州、深圳、佛山、武汉和上海等城市先
后接入微信城市服务入口。

结合本地政经生态，打造“新闻+服
务”模式，已成新闻客户端近期发展的趋
势之一。客户端功能越做越多、手越伸越
长的态势能否真的留住用户的心、抓住用
户的胃，还是一个待解的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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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微信朋友圈被“我和微信的故事”
强力刷屏。从与微信相识的“第一天”，到微信见
证我和我们的“这一年”，几个数据成功地将用户
卷入怀旧浪潮。在“跟风晒图”之余，这一现象也
引人深思，年轻的微信上线至今仅5年，为何能在

“票圈”引发集体怀旧思潮呢？
“故事”中的数据可分为两类：“第一”

类，如登录微信的第一天，发第一条朋友圈的
时间，第一个好友；“总结”类，如2015年发了
多少条朋友圈，收发了多少微信红包，定位过
多少个地理位置，收获了多少朋友和“赞”以
及走出了多少步。人一生中会有很多次“第
一”，人们总是希望记住每一次“第一”，比如
出生、初吻、初恋等。而在特定的时间点，人
们也喜欢进行总结，比如每到年末，总有各种
各样的年终总结、盘点、回顾等。微信此次选
取的正是这两类具有特殊意义的数据，再加上
岁末年初这个讨巧的时间点，配上煽情的文字
和适当的音乐，自然很容易戳中用户的痛点。

《西游记》 中说：“天上一天，地上一年。”
当今世界变化之快，说一年如一日未免有些夸
张，但如今时代的发展速度与过去相比确实不可
同日而语。美国发明家雷·库兹韦尔认为，整个20
世纪 100 年的进步，按照 2000 年的速度，只要 20
年就能达成。以此比例计算，微信上线5年，这期
间世界所发生的变化在 20 世纪则需要 25 年。时
间缩短了，信息容量却变大了，人们感觉到的变
化也更剧烈。在信息爆炸的今天，5年的时间和阅
历，足以让人们有资格去感慨物是人非。

怀旧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我和微信的
故事”被眼下最有资格标榜“年轻”的“80
后”、“90 后”疯狂分享即证明了这一点。微信
的用户本身就以年轻人居多，既然微信选择以
此作为微信公开课PRO的官方体验，自然也是
看准了“怀旧”能引起年轻人共鸣这个点。那
么“怀旧”为什么在年轻人中有市场？今天，

“80后”、“90后”正从充满理想激情的青春期跨
入需要责任和担当的成熟期，环境变了，担子
重了，压力也大了。在较之过去更为剧烈的社
会转型之下，各种不稳定因素都容易让年轻人
感到焦虑和不安，这才让追忆过去的怀旧情感
更容易爆发。

而以大数据的方式呈现这些个人难以记录
和统计的细节，也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激发
人们的怀旧感。毕竟，这种推广模式并不是微
信首创，人人网、支付宝等早已屡试不爽。

“新玩法”层出不穷

今年元旦，不少观众发现在通过互联网观看湖南
卫视跨年直播时，除了能够实现在线互动，还能调控
现场多个摄影机位观看表演，这种“新玩法”其实就
使用了云计算。据统计，在元旦当晚收视前10的节目
里，至少有5个都采用了云技术。

在传媒业创造“新玩法”的还有大数据技术。去年
12月，歌华有线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在北京红色雾霾
预警期间，各中小学被迫停课让其“北京数字学校”高
清平台的访问量暴增，对此，歌华有线立即推出了配套

节目《大家一起学》，在北京超过了60万人次收看。
除了云计算和大数据，虚拟现实技术也开始与传

媒业擦出火花，作为一种仿真再现技术，虚拟现实为
受众提供“沉浸式”的场景体验。如今，《纽约时报》
已经上线一款虚拟现实的新闻体验产品。而在中国，
被称为“VR 头盔”的虚拟现实体验终端也已在市面
卖得如火如荼。

“可能我们未来会带上眼镜通过视网膜投射，跟
人、服务、设备连接，不需要用手机。”在不久前的第
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腾讯公司CEO马化腾也表达了
对虚拟现实技术的浓厚兴趣。

把“噱头”变成“看头”

过去，数据可视、3D全息投影等技术虽然令人耳目
一新，但这些技术更多只是作为“噱头”来吸引观众。
而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使用则更多着眼于
在产品、运营升级中增强用户黏性，拓展商业路径，将

“噱头”变成“看头”。
比如在近日举办的安徽卫视《国剧盛典》就专门

打造了集娱乐与电商为一体的的深度互动模式，通过
运用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将全国收看该节目的观众
汇聚到手机端欣赏品牌广告并获得卡券，最终形成消
费转化。据统计，在活动当晚，参与互动的观众人数
达到了1585万，共领取了某品牌313万张卡券。

如今，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成为传统媒体转
型升级的一大看点。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高海浩撰文指出，数据是构建用户中心的基石，浙
报传媒通过搭建大数据和云计算平台等一系列措施，
实现对用户个性化特征和需求的有效研究，满足其个
性化消费需求。

谋篇背后看布局

观众看热闹，业界看门道，如果说对新技术的运
用仅是“谋篇”，那么各大媒体平台针对新兴技术所进
行的“押宝”行动，则充满了“布局”意味。

根据华闻传媒最近披露的消息显示，目前该公司
已参股多家虚拟现实企业，包括2家设备生产商和1家
内容制作商，基本囊括了虚拟现实技术的整条产业
链。去年 12 月，浙报传媒宣布计划投资 23.27 亿元布
局大数据产业，为客户提供大数据、云计算等服务。
歌华有线更是于去年10月联合全国30多家有线电视网
络公司共同成立了“中国广电大数据联盟”，联合发布
大数据产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传媒业界在新兴技
术的布局方面具有浓厚兴趣，但基本都还处于“放
水养鱼”的阶段，营造全新的行业生态尚需时日。
比如，尽管传媒行业大力发展云技术与大数据产
业，但真正找到盈利模式的可谓凤毛麟角。又如在
虚拟现实报道上，至今还没有任何一家传媒机构可
以独立实现虚拟现实报道。

更为重要的是，虽然拥有了“新技术”，但相应的
管理机制、内容服务的跟进还十分困难。“无论大数据
还是云计算，都要内化到媒体管理团队以及编辑记者
中来，实现对数字内容进行管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教授沈阳说道。因此，若要拿到驶入技术变革
这一蓝海的关键“船票”，传媒业者依然任重道远。

技术变革，
传媒业的下一个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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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这一系列关键词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传媒业正在

经历的技术变革。移动互联时代，从受众细分到精准营销，从跨屏互动到云端播

放，技术革新每天都在上演，传媒生态时时都在变化。新技术会否成为传媒业的下

一个蓝海？这是业界在一直思考的问题。

本报电 2016 开年首场互联
网领域的大型展会——“2016 全
民互联网嘉年华”于 1 月 13 日到
15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2016全民互联网嘉年华”以
“大有可玩”为主题，分成了“科
技体验展”、“未来互联网高峰论
坛”、“互联网公益周”三大板
块，突破互联网行业边界，打造
一场汇集智慧生活、跨界嘉宾、
全景交互和网络公益的年度盛会。

其中，科技体验展是此次全
民互联网嘉年华的核心，也是打
造活动“社会属性”的核心构
成。体验展划分为四大主题区，
分别是电商及生活服务展区、智
慧生活展区、互联网基础服务展
区、创新创业展区。科技体验展
开幕后，大疯音乐节、黑科技地
带、互联网艺术走廊等板块将成
为展区的核心亮点。

活动期间还将发起多项公益
主题活动：联合阿里巴巴公益、
腾讯、新浪微公益、凤凰公益、
易宝支付、网易等互联网公益平
台发起网络爱心公益周；活动现
场举办聚焦孤星人儿童群体的

“爱心市集义卖”；邀请 45 名在京
打工子弟参加现场举办的“女童
保护”防性侵公开课，并参观科
技体验展；将“网络公益”作为
闭幕压轴论坛关键词进行主题设
置；现场 LED 大屏还将成为“网
络公益广告联播”活动的线下展
播渠道，滚动播出 50 余家互联网
企业及互联网媒体制作的百余件
网络公益广告，使得整个全民互
联网嘉年华活动现场充满公益的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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