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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国权编著的《新媒体拯救报业》是写给对报业未来有信心的人看的。
在未来，独特的优势使报业在传媒竞争中必将有一席之地，但这一席之地仍然需要报人们的不懈努力
与争取。
《新媒体拯救报业》展现报人们失败与成功的探索，指向报业未来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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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国权，现任职于新华社新闻研究所，《中国记者》杂志值班编辑，报业研究专栏作家，宁波大学特
聘教授。
主要研究报业竞争，近年在各类专业核心期刊发表相关论文一百余篇。
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新华文摘》等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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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一　“拯救”报业要有新思路
序言二　媒介融合的报业反思
自序　报业的未来在哪里？

第一章　报业：给我一个“玩”新媒体的理由
　第一节　报业“天花板”的表现
　第二节　突破“天花板”的几个可能
　第三节　面对“天花板”，报业能做什么？

　第四节　报业的多元诉求
第二章　取长补短的败笔
　第一节　一报两投：先天不足能后天弥补吗？

　第二节　D报纸：图像真不是报纸的长处
　第三节　有声报纸：插上翅膀后能飞吗？

第三章　忽视报纸独特优势
　第一节　卫星报纸：抛弃报纸区域优势
　第二节　报纸二维码：忽略了简便
　第三节　电子纸：昂贵的报纸“替代品”
第四章　传统媒体思维的困境
　第一节　iPad不能成为报业未来的救星
　第二节　新媒体时代，重新审视新闻的价值
第五章　谁能成为全媒体？

　第一节　“全媒体”到底是什么
　第二节　贪大求全的全媒体集团
　第三节　全媒体平台：一根萝卜要做十道菜
　第四节　忙不过来的全媒体记者
第六章　分化是传媒发展的趋势
　第一节　融合还是分化？

　第二节　自身优势须做大做强
　第三节　传媒分化势所必然
　第四节　媒介融合的适用途径
第七章　用新媒体提升报纸影响力
　第一节　QQ报料平台：不仅仅只报料
　第二节　报纸能用微博干什么
第八章　适应报纸分化趋势
　第一节　免费报也是新媒体
　第二节　免费报发展面临的四个瓶颈
　第三节　免费报的价值认知和空间发掘
第九章　适应新媒体分化趋势
　第一节　网络媒体的分化趋势
　第二节　报纸网站分化成功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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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新媒体需要新思维
第十章　新媒体要跟报纸拉开点距离
　第一节　手机报是全新的媒体
　第二节　报业：如何掌控手机报主导权
　第三节　手机报只是过渡产品
第十一章　寻找新媒体赢利模式
　第一节　心态决定成败
　第二节　到网络上看报纸？

　第三节　电子版的赢利模式
第十二章　恐龙并没有灭亡
　第一节　报业有没有未来？

　第二节　报业的救赎靠什么？

　第三节　中国报业的机会在哪里？

附录一　香港报业：慎做新媒体
附录二　市场机制比融合更重要
后记我就是来唱反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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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相对于传统电脑，在与报纸结合方面，iPad有以下优势：首先，它比较大，不像手
机那样麻烦，iPad翻看非常方便，且能随时联网；其次，iPad可即开即用，不像电脑开机要经过漫长
等待；最后，报纸还能通过iTune支付，实现在新媒体上收费的梦想，其他不讲，光这一点就足以让很
多报纸欣喜若狂了。
iPad对于报业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可能让报纸意识到原创信息不会再被搜索引擎或门户网站肆意使用
。
这对于在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甚强的地方，如国内，很有吸引力。
美国新闻集团董事长默多克还认为，报业形态将来可能越来越多地由传统纸媒向平板电脑等装置过渡
，因为后者可以节省纸张、印刷和运输等成本，从经济角度看更有优势。
 二、可怕的全范围竞争 2010年1月27日苹果公司发布了iPad平板电脑后，首先是英美纸媒，默多克新闻
集团旗下的《华尔街日报》、《泰晤士报》等报纸都开发了iPad付费应用程序， 《纽约时报》、《今
日美国》也紧随其后。
在国内，最早尝鲜的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2010年5月7日，《南方都市报》iPad阅读软件上线，成为
首家进入iPad的中文媒体。
此后，《南方周末》、《广州日报》、《东方早报》等也迅速推出专供iPad的客户端。
到2011年1月，已经有37家报纸、23家杂志、9家电视台电台、4家通讯社开发了客户端。
 但形势不容乐观。
这些报纸iPad应用销量的一般规律就是，在刚开始推出时，下载量很大，但是马上第二期下载量就迅
速下滑。
有专家分析，这是因为刚开始是同行、业内自己图新鲜，踊跃下载，新鲜感过后下载量就不能持续了
。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些报社老总在介绍他们的iPad终端产品时，习惯于用在中文新闻类产品中下
载量排名多少来介绍他们取得的成就，而从来没有一家报社老总会说，在整个iPad客户端下载中的排
名是多少。
比如，新闻集团全球高级副总裁高群耀先生就在介绍他们的《The Daily》时说：“《The Daily》目前
还处于早期阶段，但是它的用户正在持续增长，是苹果iTunes应用系统中被下载最多的iPad新闻应用之
一。
”值得注意的是，还仅仅是“之一”，不是“最多”。
 有意无意的回避向我们揭示了两个问题：一是一些报纸的iPad终端在整个iPad终端下载排名中很靠后
；二是iPad终端上的竞争要比报纸间的竞争大得多。
 现在几乎稍微大一点儿的报社都已经在iPad上建立了自己的客户端，同质竞争又从纸质媒体很快转移
到iPad上，那么多媒体都在积极响应，热切进入。
那么多客户端，其竞争的激烈程度远比同城报纸的强。
iPad平台是个无疆界的传媒世界，由此，成千上万的传统纸媒和iPad产品间的残酷争夺可想而知。
 更可怕的是，报纸iPad客户端不单单是跟报纸竞争，而且还必须直面iPad的全范围竞争。
iPad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媒体终端，而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娱乐平台。
报纸的iPad终端必须面对几大竞争对手：游戏客户端、微博、QQ等社会化媒体终端，这些东西远比新
闻类终端有意思多了，也更具吸引力。
 截至2011年3月10日，苹果应用商店中，书籍类应用软件最多，达57184个，占总数的15.86%，在2011
年年底，应用软件数量已经突破50万。
在这样可怕的全方位竞争形势下，报纸的iPad终端吸引力被摊薄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所以，真的不要对iPad抱太大希望。
 三、报纸时效缺陷在iPad上被放大 时效快，能互动，这是报纸与iPad合作的基本诉求。
但是，报纸iPad终端却将报纸时效缺陷放大，完全没有预想中的那种弥补缺陷的效果。
 报纸之所以在网络新媒体的冲击下左支右绌，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报纸的时效性与互动性远远不能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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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传媒时代的要求。
但现在的iPad报纸同样面临更新频次的问题。
这包括两方面原因： 报纸方面。
iPad界面的精致绚丽，决定了身处其中的报纸类应用必须精心选材、制作，不可能做到经常更新。
比如，《Vogue服饰与美容》iPad版本于2010年11月8日发布，获得广泛好评。
这本杂志以《Vogue服饰与美容五周年璀璨特刊》为蓝本，呈现了五年来的精华图片，浓缩了近60位
国际项级摄影大师、80余名超模与近30位明星共同为读者奉献的原创作品精选。
发布至今，《Vogue服饰与美容》iPad版本成为苹果APP Store中最受欢迎的中文杂志以及中国区杂志类
下载排名第一。
但是，这本杂志在2011年全年只推出了四期，也就是更新四次。
像默多克那份被寄予厚望的《The Daily》这样计划一天更新三次，已经是同类产品的佼佼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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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新媒体的“新”字意味着发展变化。
报业转型之路难有定法可循，在实践中及时总结思考尤为重要。
本书某些观点或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书中绝大部分案例源自中国报业的鲜活实践，引入深思。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南方日报社社长杨兴锋　　　　此书视野开阔、观点独到、论述
充分，体现了作者一贯的质疑、思辨精神和前沿、严谨的治学态度。
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传媒环境下，该书对报业与新媒体的关系，以及报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独到见解
和思考，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华西都市报总编辑、总经理李鹏　　　　拿什么来拯救正在走向衰落的传统报业？
我们需要更深入的思考，需要更具创新性的实践。
此书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思路，对彷徨中的中国报业将有所启发。
　　——京华时报社长、总编辑吴海民　　　　这部著作给当前中国的报业变革做了一次全面而细致
的“体检”，虽然得出的结论还有待实践发展来验证，但其中的分析和劝诫值得报界关注和深思。
　　——中国人民大学新大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蔡雯　　　　此书探讨了新形势下报业发展的规
律及运作新媒体的规律。
书中观点率真而有冲击力，又具有理性的深度，是经过大量调研和深思熟虑后做出的论断。
这些思考和观点对中国报业的转型探索有重要参考价值，对我们思考报业的未来有很多有益的启迪。
　　——清华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媒介经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崔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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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媒体带来的不仅是传媒业发展的机遇，也给传统报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严峻的考验，报业经营者
的兴奋、焦躁、困惑交织在一起。
    陈国权著的《新媒体拯救报业》一书，展示了传媒细分导致传媒分化的趋势，介绍了报业利用新媒
体、借用新媒体、运作新媒体的失败和成功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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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新媒体的“新”字意味着发展变化，报业转型之路难有定法可循，在实践中及时总结思考尤为重要。
本书某砦观点或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书中绝大部分案例源自中国报业的鲜活实践，引入深思。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南方日报社社长 杨兴锋 此书视野开阔、观点独到、论述充分，体现
了作者一贯的质疑、思辨精神和前沿、严谨的治学态度。
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传媒环境下，该书对报业与新媒体的关系，以及报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独到见解
和思考，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华西都市报总编辑、总经理 李鹏 拿什么来拯救正在走向衰落的传统报业？
我们需要更深入的思考，需要更具创新性的实践。
此书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思路，对彷徨中的中国报业将有所启发。
 ——京华时报社长、总编辑 吴海民 这部著作给当前中国的报业变革做了一次全面而细致的“体检”
，虽然得出的结论还有待实践发展来验证，但其中的分析和劝诫值得报界关注和深思。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蔡雯 此书探讨了新形势下报业发展的规律及运作新
媒体的规律。
书中观点率真而有冲击力，又具有理性的深度，是经过大量调研和深思熟虑后做出的论断。
这些思考和观点对中国报业的转型探索有重要参考价值，对我们思考报业的未来有很多有益的启迪。
 ——清华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媒介经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崔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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