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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手机报的传播特点和节目形态研究
周丽新

（天津天视翔融传媒有限公司，天津 300201）

手机报可以定义为：“信息发布主体通过有线互联网和移动互

联网等传播渠道，使用智能手机、大尺寸移动智能终端设备，向带有

特定标志的社会单位、社会群体和公众用户等受众群体进行微信息

传播，或这些受众群体之间进行微信息传播的媒体形态。手机报的

信息包括简短的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等内容，通常以多种内容并

存的多媒体信息形式传播”。

1 手机报的产生和迅速崛起

手机报的形成得益于数字网络的普及化，发展得益于自身简便

快捷、扩散迅速的传播特点，也正是这样的特点契合了人们在现代

生活中获取信息最简便性的需求。它依靠 GPRS 无线网络发布短信

及彩信 MMS 的形式发布消息，近年来，大量的依靠搭载智能手机的

WAP 应用应运而生，让用户可以直接连接到手机网页浏览信息，手

机报逐渐成型。

我国具有实质性作用的手机报形式起步较晚，2004 年 7 月，

《中国妇女报 - 彩信版》成为我国第一个“手机报”的雏形，实现手机

用户与报纸的互动。第一份手机报推出之后，全国各报社凭借敏感

的新闻思维感触到手机报巨大的新闻价值和商业价值，纷纷推出了

自己的手机报。2004 年，重庆报业集团推出了《重庆晨报》、《重庆晚

报》WAP 手机上网版。全国性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也在同年 10

月推出自己的彩信版手机报。从 2004 年至 2007 年，全国共有 30 多

家全国性的报社推出了其报纸的手机版。此后，手机报已经经过了

导入期，进入了高速成长期。据国家新闻出版署 2013 年 12 月发布

的统计资料：2013 年全国共出版报纸 1915 种。手机报数量虽然没

有官方的统计，但据笔者亲身网络验证，全国基本上地市级以上的

主流报社均推出了自己的报纸手机版以及相关主题性手机资讯

WAP，此数据还不包括专业期刊的手机版，可谓数量巨大。

2 手机报传播特点研究

手机报迅速进入大众生活后,中央以及地方各级报刊杂志开始

试水手机报,不断推出报纸杂志网页版和手机 WAP 应用。手机报如

此迅速地发展，与当代社会民众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大量地信息需

求以及快捷简便地获取信息的方式密不可分。作为新兴产业，手机

报具有明显优势。

2.1 手机报的形式特点

2.1.1 整体运营成本低廉。手机报基于成熟的无线网络，没有纸

张、印刷设备的支出，仅需搭建网络平台的费用，前期投入相对较

小，建设周期相对较短。而且手机报的信息来源大多依赖主办新闻

媒体发行传统报纸时的共享信息，省却了采编人员及采编环节的重

复支出，经济特性较为明显。如北京铁道报社主办的宣传型《京铁手

机报》，前期搭建网络、服务器平台建立费用仅为 170 万元，与移动

公司合作全年投入 600 万元，仅占全局全年宣传经费的 18%。作为

拥有全局 18 万干部职工作为宣传用户的《京铁手机报》较传统报业

动则上千万元的设备及运营费用，无疑是具有较高性价比的。

2.1.2 用户获取信息便利。手机报的阅读终端是用户的手机，用

户可随身携带。与传统纸质媒体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受发行时间和购

买地点的限制，克服了发行时差、运输时间造成的信息延迟，可以随

时查阅信息。尤其是遇到突发事件时，手机报可以实现新闻的动态

传播和实时推送，提醒用户关注事件的发展过程。如 2014 年的马航

失事事件，几乎所有的主流手机报都推出了新闻特刊，24 小时不间

断随时推送事件发展信息，使用户身临其境般地感受新闻事件，实

现了高度的便捷性和实时性。

2.1.3 形式新颖可读性强。手机报在形式上是纸质报纸的网页

版，但实质内容上却更加丰富、功能更加强大。一是具有即时转载功

能，用户可将所需的信息即时转发到其他应用上和其他用户分享，

实现了更广泛的传播。二是可读性增强。众多手机报运用了现场图

片、现场声音以及动画还原模拟场景等表现手段，这样，用户不仅可

以去看、去听新闻，而且还可以借助这些形式更深刻地去理解新闻。

2.1.4 延展功能交互性强。信息网络的最大优势之一就是可以

实现信息的及时上传与下达。绝大多数的手机报都设置了互动版

块，利用后台计算机分析程序搜集用户反馈及需求动向。把读者对

报纸的意见建议作为调整节目形态的重要参考，甚至专门开辟新闻

线索有奖提供专版，让获得新闻的渠道更加多样化，真正体现了传

播的人性化和个性化。

2.2 手机报的节目形态

手机报作为新兴媒体，虽然他的新闻来源取自他的母体———传

统报业的采编系统，但由于自身的特性所决定他并不等同于纸质报

纸的网络版，而是为了适应读者群体及阅读环境而进行创新性的改

造，力求在形式上更加方便阅读和吸引读者。

2.2.1 手机报的类型

手机报的存在与发展是因其存在的价值和目的所决定的，纵观

网络上的手机报，存在着多种目标定位，类型繁多，决定着其节目形

态的特征也不尽相同。笔者对网上的手机报类型进行了梳理，总结

为以下类型。

(1)综合阅读类。这一类的节目展示范围较广、种类繁多，既有新

闻、娱乐、又有知识、讨论，可为各种层次、品味的受众提供各式各样

的信息。作为各报社的主体网页均属于此类手机报，它综合阅读能

力显著，信息点繁多，又根据版块不同划分若干子版块，属于报社主

打的旗舰类信息平台。如《人民日报手机版》、《京华时报手机版》搜

狐、新浪等门户网站也推出了自己的新闻类 WAP。

(2)信息专题类。这一类的节目有特定的范围，具有指向性、集中

性、系统性，用于满足人与社会的特定需求。此类手机报内容基本都

有固定的节目名称和更新出版时间，内容涉及面往往集中于一个领

域或一个信息来源，属于专业领域涉及较多的报纸、期刊内容。如

《参考消息》、《卫生与健康》等。近年来，由于手机报自身生存的需求

和广告产业的加入，商业化程度逐年提高，除了在高收看率的手机

报上投放广告以外，有的报社还专门开发了如《家居大世界》、《汽车

动态》等专题类并兼具广告效应的手机报，定期更新，在介绍相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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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同时，投放潜在品牌广告，谋取资金。

(3)特定受众类。这一类节目以特定的受众群体为对象，具有贴

近性、主动性，能满足对特定对象的引导作用，增强媒体与受众及社

会的关系方面有重要作用。这类手机报大部分为教育宣传、弘扬正

能量，解疑释惑的作用突出为办报目的，内容往往是特定受众群体

所熟知熟悉的范围。如中央组织部开发的《共产党员》、《求是》手机

报，以及各大型企业为巩固职工思想教育阵地发行的内部手机报。

如北京铁道报社开发的《京铁手机报》，该报把政策解读作为重要使

命，强化企业核心价值观宣传。

2.2.2 手机报的共性形态

由于每个媒介的节目形态始终要服务于其创办的目的，所以节

目形态难以相同，又各有千秋，我们无法在有限的篇幅中一一类举，

我们选取了手机报具有的一些共性形态在这里做一讨论。

（1）信息短小精悍、切中要害。作为一种运用手机作为阅读终端

的报纸，要适应读者使用手机的习惯，一是不能按照原新闻进行翻

版。因为手机的屏幕尺寸有限，大篇的文章和长大的标题造成更多

步骤的操作增加，更强调信息的浓缩精炼。许多手机用户是在如乘

车、等待、休闲的状态下浏览手机的，短小醒目的标题、概括性的内

容更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并能快速理解信息所包含的意思。二是对

重点新闻采取滚动发布，减少时间间隔的方式更能使读者高度关

注，哪怕是只有几行文字叙述即可，这就是手机报明显于传统报纸

的优势之一，及时而简便。

（2）信息传播的多媒体化和通俗化。与传统报纸的不同，由于拥

有了强大的多媒体技术支撑，手机报不仅仅停留在“看”上，而是充

分运用了动画、图片、声音、乃至视频来提升阅读效果和理解程度，

“看、听、欣赏”一体化，关注程度自然提升。从整体编辑定位上来说，

不同于传统报纸的中规中矩、用词严谨，更多的强调了通俗易懂、强

调新闻、信息的真实性还原展示，更强调服务性、娱乐性、互动性，贴

近百姓生活，产生共鸣。

（3）强化突出个性定制功能。手机报同传统报业最大的不同就

是它并不是一张电子化的报纸，而是一个包罗万象、信息量巨大且

实时更新的信息库。用户不但可以迅速浏览当天的新闻事件，还可

以根据爱好随时自由检索以往新闻内容。而有的手机报开发出的全

新 WAP 应用还可以记住用户高浏览量的相关版块，优先推送相关

信息，并智能推荐相关背景资料和扩展知识，方便用户阅读，这样的

扩展服务已经是传统报业望尘莫及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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