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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融合进程中的纸媒产业困境浅析
□ 祁健敏

摘 要：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信息传播渠道，打破了传统的信息获取模式，甚至重构了传媒产业体

系。新媒体后来居上，传统媒体的主导作用不复存在。作为传统媒体的一种，纸媒不仅主导作用不复存在，甚至面临

着生存困境。媒介融合的背景下，纸媒的转型之路备受关注，也更为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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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将新闻到达用户的路径化繁为

简，信息终端从纸张到屏幕的转变背后映射着纸媒的

生存困境。尽管纸媒具有新媒体难以企及的专业采编

团队和权威发声地位，但也无法忽视“纸媒消亡论”，若

无科学变革，纸媒产业的寒冬恐难度过。

据《2021 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报告显示，

2021年全国共出版报纸 1894种，共印 839.28印张，与

上年相比种数下降 0.80%，总印数下降了 8.62%，已连

续 10年处于下降趋势。报纸的停与休步调不息，但新

生数量却寥寥无几。从日刊到周刊、从周刊到停刊，《北

京晨报》《新商报》……一批批存在于读者记忆中的纸

媒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纸媒风光不再已成为不争的事

实。过去坐拥垄断资源的纸媒不断关停，反映出纸媒行

业与时代轨道的渐离。

纸媒介质自身局限使时效性被新兴媒介一再赶

超。“人人拥有麦克风”的时代到来，事发现场的网友实

时上传信息的速度更快，成为第一手资料。经网络传

播，受众获取信息的速度可以用秒计数。纸媒生产、销

售及运输的时间成本和空间距离将用户越推越远。

一般来说，纸媒无论报纸还是杂志，卖价都是相对

低廉的，其盈利主要都源自广告收入。时代变化，随着

广告主纷纷朝互联网转向，报纸的广告收入大幅降低，

发行成本难以为继，报纸的整体质量大打折扣，相继面

临停刊的风险，广告主见此更是倒戈，以致恶性循环。

媒体形势发生变化，掀起一波“媒体人离职潮”。电

视报道兴起、门户网站建立、移动端口崛起，时间轴上

每个节点，无不让纸媒从流行走向传统，由传统变得更

传统，“十年青春空飞扬，人未老，报先亡”的感慨不停。

是相对的，在“新”媒体的一再冲击下，影响的除了传统

纸媒的发展空间，还有纸媒从业者的收入优势。

制度约束的加强、纸媒几近渺茫的发展空间和新

媒体行业的市场前景和薪资水平都在助推纸媒人才出

走。处于择业岔路口的媒体人同样审时度势，不会任自

身职业前途与纸媒一同沉沦。由此，纸媒现今引以为傲

的，也是新媒体暂无的人才优势，也将风云变幻。

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压缩了纸媒的生存空

间，但也带来了机遇。纸媒利用强用户黏性和权威发声

地位易使用户信任。如今不少纸媒乘技术东风打造了

全媒体矩阵，但仍存在于新媒体平台上复刻报纸内容

等“换汤不换药”的问题，反使纸媒转型之路越走越窄。

应对此态势，打造“互联网＋纸媒”的产业发展新

样态才是切实举措。应开辟新媒体平台，致力于传播时

效性和深度并存的内容，同时弥补纸媒互动不足的缺

陷，让“5G”“4K”等新兴技术及时为媒体所用，真正为提

升生产效率和质量所用。

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使人口老龄化再

次引起热议，老龄人口不断增加，老龄化进程也呈加快

趋势。

人口老龄化无疑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挑战，但随着

改革开放第一代中产阶级即将退休，“富人变老”的趋

势也让银发经济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许多产

业以老年群体为消费对象制定战略，纸媒也不应例外。

据统计显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龄人口占总人

口的比重不断上升，这是纸媒产业的发展契机。老年人

口由于精力和身体条件有限，对报纸及杂志的需求较

之手机更高，并主要围绕信息获取和特殊需要。后者主

要聚焦老年群体的私人需求，如医疗健康、饮食营养等

信息。这就要求纸媒顺势而为，提供个性化、针对性的

服务，抓住银发经济这根“稻草”。

而今，我国很多产业存在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

短缺的现象。基于此，产业融合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常

用常新的手段。这不仅有利于推动改变传统的生产和

消费模式，也易于产生“1+1>2”的效果。

于此，构建文化资源业、文化会展业、文化地产业

93



造 信息 No . 5 2023

纸论坛 Paper Forum

及文化旅游业等模式都不失为纸媒产业与其他产业融

合发展的优质思路。

会展经济被誉为 21 世纪的“三大无烟产业”，与文

化资源的纵向开拓相对，文化会展侧重于横向关联，二

者相融有很大的关联效应。地产和旅游亦是如此，在各

自的传统发展模式停滞时，书写“文化 + 其他”的产业

发展蓝图，能同时助推两种产业的转型升级。

在新的环境下，在信息爆炸时代，用户制造内容也

赋予了网络媒体信息优势，因而从时效性和体量上，纸

媒都无法与网媒相媲美。

但纸媒在垂直度方面胜过了网媒，纸媒的内容来

自专业的采编团队，有严格专业的审核机制，较之网

媒，信息的权威性和真实性更强。但如今，当纸媒频频

“翻车”，新闻真实性被一再反转时，是否可以说纸媒没

有在市场洪流中保持优势呢？内容为王的思路被流量

冲垮，纸媒的版面越来越缺乏深度和个性化的报道，使

其不可逆转地“泯然众人矣”。

此外，随着读者需求的转变和对环保的考量，纸媒

应更着重打造“少而精”的内容，打造纸媒品牌化内容

和调性是必要举措，“厚报时代”必然会消失于历史长

河中。

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态势下，纸媒在媒介融合进

程中更得“守得住初心”，致力于为受众提供真正信得

过、有价值的内容，提高思想站位要不满足于迎合受众

兴趣，做好受众价值观的引导。适时推动深度报道的生

产和传播，坚守社会责任感。

2016 年以来，短视频以爆炸级速度崛起。截至

2022 年 12 月，短视频用户规模达 10.12 亿，同比增长

7770 万，增长率为 8.3%，在整体网民中的占比为

94.8%。无疑，海量的短视频成为平台经济的又一倚仗。

但海量短视频在丰富网民生活的同时，也存在质量良

莠不齐的问题。

对此，不少老牌晚报、都市报都抓住风口，推出了

自己的纸媒短视频新闻模块，利用轻量化和精品化的

短视频新闻，弥补了短视频娱乐性过强和真实性难辨

的弊端，做出了纸媒转型的重要突破。

一些纸媒视频品牌也做出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视频、新京报“我们视频”等，都活

跃在大众视野中。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推出的《中国

一分钟》系列国家形象宣传微视频，也引领纸媒打造了

一众现象级微视频产品。纸媒顺着短视频发展的快车

道，借助“时长不长、制作不难、传播容易”的轻量级短

视频，可不断巩固传播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付费墙也是报业发展的一大趋势，是纸媒拓宽盈

利模式的可行之路。而今，纸媒通过广告盈利难上加

难，将思路从盈利转向服务是可行的。

用户对知识付费的理解程度随时代发展而提高，

音乐、视频和文学作品等付费模式已经成熟，这也为纸

媒转型推进信息付费提供了发展前景。纸媒通过提供

优质内容摆脱了过分依赖广告的局面，读者获取定制

化内容和服务，是一种双赢。

但付费的前提来自于优质且独家的内容，这也将

倒逼纸媒着眼于第一条要求：生产出特色化、专业化、

定制化的深度内容，打出内容这张王牌。

虚拟现实（VR）技术的出现使新闻场景的再现成为

可能，用户可身临其境感知新闻。2015年，《纽约时报》

推出的“NYT VR”客户端即走出了转型新路。

放眼国内，VR的步调不止，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的

尝试也让媒体看到了技术对传播的赋能。假以时日，纸

媒元素亦可作为虚拟现实新闻的基础元素参与到该类

新技术新闻的制作中来，迎来新一轮的爆发。此外，实现

技术对纸媒的赋能，还需要纸媒行业对专业人才的培

养，这势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融媒体时代，纸媒想分得平台经济的一块蛋糕，必

然要走上媒介融合发展之路。但与此同时，纸媒仍需葆

有初心，在坚守真实性和权威性、提高思想站位、坚守

舆论导向的同时，采取多样的方式融入市场，如采用

H5、数据新闻、深度报道等专业独特的方式来提升用户

黏性，进而搭建付费墙，让用户心甘情愿地为优质信息

和服务买单，才是新时代纸媒生存发展的不二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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