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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纸媒收费策略
— 以 纽约时报 、《经济学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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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消亡论的声音在互联网时代不绝于耳。然而�
年 月 日�《纽约时报》公布第二季度财务报表

营收达 亿美元�其中广告营收降至 亿美元�网
络订户营收则达到 亿美元’。也就是说�《纽约时
报》的主要收入来源从广告主变成了网络订户。百年大
报《纽约时报》在线收费的成功�或许彰示了传统媒体在
互联网时代的另一条路。

一、纸媒收费成功的两个案例
案例一

从 年 月 日开始�纽约时报》面向网络用
户推出每月 美元的收费方式— 任何读者每个月都

能免费阅读《纽约时报》上刊登的 篇的文章�之后�付
费系统将自动提示用户选择以下三种付款计划之一

每月付费 美元就可以访问网站包括使用手机程

序

每月付费 美元�可以通过苹果 阅读网站文

章

每月付费 美元�则可以阅读网站所有数字内容�
包括 和手机程序。

《纽约时报》的收费计划�到底是百年大报无力抵抗
亏损形势的最后一击�还是寻到了解救报纸的良方

四个月以后的财务季报给出了令人满意的答案。
截至第二季度末 叮 纽约时报网 已总共累

积了 �万的订户�较上一季增长了 。 当然�这当
中贡献最大的是电子版用户。《纽约时报》在线的收费成
功�仿佛给纸媒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打了一支强心剂。

案例二

在美国《新闻周刊》、《时代》等杂志面临发行量快速

下滑和广告收入大幅减少的困境下�英国《经济学人》杂
志的表现却极为抢眼。根据 《大英百科全书》网络版

的 “
’’词条解释�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是一本 “伦敦出版

的新闻和意见周刊杂志�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同类杂志
中最优秀的一本。它提供广泛的新闻报道�尤其是国际
和政治动向以及关乎世界经济的预期。” 年�《经
济学人》获得了由专门研究媒体产业动向的英国杂志

评选出来的 “年度最佳媒体 一

丫 ”称号�在媒体经营的维度上证明了《经济学
人》在期刊市场上的生存能力。 从 美国发行稽

查局 的统计报表中可以看到�《经济学人》在最近十年
期间连续增长� 年的全球发行量超过 万份 而

查阅 经济学人 公布的 年 月一 年 月的财

务报表可知�它的税后利润增长了 �达 万英

镑。 在众多知名杂志生存艰难或陆续停刊的背景下�
《经济学人》却能独树一帜、保持优势。
二、纸媒收费成功的四个原因
高质量的内容是根本

在传统媒体举步维艰、发展缓慢的年代�《经济学
人 绝对算是纸媒中的另类和佼佼者。据 年《经济
学人》的财报显示�其下半年的发行量同比增长 �达
到了 万份�成为英国销量最佳杂志。经济学人》的全
球销量增长了 �接近 万份。经济学人》的强项
还是在它的解释权威�内容多为调查性报道。越来越多
的传统媒体经验显示�好的新闻不依赖广告�报纸的内
容与发行互为促进�读者越来越愿意为好的内容埋单。

纽约时报 的声望除了它自身拥有 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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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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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网站

之外�更多的来自于它的 “调查性报道 ”�新闻内容严肃、
质量高是它赢得发行量的根本。默多克曾说过�“传统的
以广告资助的商业模式正在被淘汰�将来新闻机构必须提
供能够让读者愿意付费阅读的高质量新闻内容。” “就在
美国各大纸质媒体陷入危机的愁云惨雾之际�收费的精
品报纸— 《华尔街日报》却逆势而上�也获得了广告量
和销售量的双重增长。
不难看出�《纽约时报》在内容上的优势就在于其公

信力创造的内容价值具有不可替代性�这样一种价值就
有收费的潜力 经济学人》更胜在其专业性内容上�它
的专业化的报道可为受众带来附加价值。

市场和技术是外因

中文互联网数据研究资讯中心的数据显示 通过调

查 万名美国消费者�当中有 启 的人拥有平板电

脑。调查还发现�当用户看电视和阅读时�相当一部分
人喜欢同时用平板�约 。另外�尼尔森的调查还发
现�智能手机的普及率达到了 �上年同期为 。
平板电脑今年一季度的普及率为 � 年四季度

时为 。媒体播放器普及率达到了 �上年同期
为 。电子书阅读器的普及率达到了 �上年同期
为 。上网本的普及率为 �上年同期为 。

《纽约时报》作为一个商业化的大报�从 年起

探索在线收费�到 年在线收费政策的全面成功�其
标志之一就是在线发行的收入首次超过广告收入。也
有调查显示�《纽约时报》在线阅读的受众有半数以上是
通过手机终端和 尸 进行阅读的�可见网络的发展和新
媒体技术及新型阅读器的发明�是纸媒与互联网融合的
技术基础。人们甚至已经习惯阅读 “屏幕 ”中的报纸�而
不是手里的纸质报纸。其次�美国电子商务已进入一个

完全成熟的时期�在线付费意识已经深入人心。由此可
见�科技的发展、在线支付习惯的养成已经成为《纽约时
报》电子版成功的市场因素。美国有包括《数字千年版
权法》在内的严格法律来保护网络版权�网民也在完善
的版权保护体系中形成了良好的版权意识和付费习

惯。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美国有约三分之二的成
年网民曾为网络视频、新闻、软件等网络内容支付费
用。日

培育忠实读者是关键

读者是所有报纸赖以生存的关键。纽约时报》的成
功之处就在于�它坚定地培育了绝对忠诚的读者�也极
富眼光地培育了新型读者。
众所周知�纽约时报》是一份有着 年历史的大

报�她的读者是美国家庭的几代人。《纽约时报》在美国
人心目中的地位无可动摇�是美国最权威的大报。被美
国人认为是 “最受信赖 ”的前 夜间部主播华特·克朗
凯 曾经说过 要知道哪些新闻最为重

要�只要看 纽约时报》的第一版就好了。因此�纽约时
报 通过自己 年的声望�牢牢吸引住一批忠实的读
者。这些忠实的读者�不因《纽约时报》的刊载方式发生
改变而改变对其的看法�成为报纸稳定的读者群。
其次�《纽约时报》也是美国较早实现在线新闻的大

报之一。早在 年时�他们就尝试通过 “付费墙 ”的
收费吸引一部分 “先锋读者 ”�这些读者习惯网络阅读�
习惯网络生活�也习惯网络支付。可以说�《纽约时报》
是一步步地在培养它的新型读者�这些读者依赖 “屏幕 ”
阅读�如手机、 、尸 等等。根据财报数据显示�《纽
约时报 网络数字版有 万读者�假设只要向其中
最忠实的读者每个月收取 美元的费用 最低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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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应用软件

匕每四周 美元 可进入报纸网站�并可下载报纸
的 应用软件

每四周 美元 可进入报纸网站�并可同时下载
应用软件和 应用软件。

《不收费标准
通过 “推特 ”、“脸谱 ”等社交网站进入报纸网站�可

以无限阅读

匕通过 “谷歌 ”搜索引擎阅读报纸文章�每天限量
篇

通过报纸网站阅读文章�每月限量 篇。
通过以上收费标准�我们可以看出 《纽约时报》的

收费标准灵活�读者有两种选择�一是自己付费�另一种
是用通过登录社交媒体来换取的广告费支付阅读。这
样的选择�既能够满足高端客户的经济快捷的需求�也
能满足收入较低客户的阅读要求�且不伤害低收入客户
的阅读感情。
还有两种免费阅读情况 一是通过 “谷歌 ”搜索引

擎�另一种是在网站限量 篇阅读。纽约时报》做过一
项客户调查�调查显示 ‘“ 的在线读者永远不会超过

篇文章的限制�所以� 篇这个数字显然是经过深思

熟虑的 既保证从最忠诚的用户那里收到钱�又不致赶
走偶然来访的读者�他们构成了网站的绝大部分流量。”
《纽约时报》温和的收费形式�保证了在线用户群的稳定
性�以及付费用户的稳步增长。

三、西方纸媒收费成功的启示

费下限 �就能够弥补广告的损失。目前�《纽约时报》电
子版的发行收入已达 亿美元�已有超过 的人付

费�使其成为一个可以完全依赖读者的报纸。
灵活收费方式是保障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美国各大报纸已完成
了网络数字化的改造�电子版的报纸新闻已经成为常
态�而随着纸媒经营的举步维艰�在各大报纸连续几年
纷纷亏损的境况下�都在寻找一条适用的在线收费之
路。《纽约时报》在线收费的成功�或对其他纸媒的在线
收费策略有参考意义。《纽约时报》在线收费标准如下

” 收费标准
每四周 美元 可进入报纸网站�并可下载报纸

以调查性报道为主、专业媒体可试着逐步收费
首先�《经济学人》和《纽约时报》给我们的经验是�

读者愿意为高质量的内容 “埋单 ”。因此�在国内最有可
能实现在线收费的传统媒体是以调查性报道为主的报

纸。随着公民新闻的日益崛起�受众对新媒体网站、社
交网站中的信息应接不暇�报纸新闻的时效性已经明显
落后�报纸要想获得一席之地�只有靠 “调查性报道 ”来
吸引读者的眼球。这种报道解释新闻的发生、调查新闻
事件背后的故事�报道的往往又是一些错综复杂的新闻
事实�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
其次�专业性报道由于其目标受众少而精�报道也

往往是行业内急需的信息或者经验�读者认为�这样的
报道是值得付费的。如《经济学人》�它不但报道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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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组织经济领域内的专家研讨会等活动�使得它自身在
行业内部也具有一定的话语权�是行业内部权威。如此
一来�专业性报道的在线收费是容易进行的。如国内的
财新网�它既有调查性报道的经验�又是一个专业化的
媒体�或可期待逐步收费的成功。

与搜索引擎绑定协议的模式�或可成为收费的参
照标准

《纽约时报》与美国的 “谷歌 ”搜索引擎的合作�也是
其获得在线收费成功的一个重要部分�通过 “谷歌 ”搜索
器可以免费查阅 纽约时报》的 篇报道。在此之前�《华
尔街日报》曾经表示�搜索引擎的这种行为是侵犯版权
的行为�并且拒绝与 “谷歌 ”合作。但随着利润的出现�
默多克旗下的《华尔街日报》也开始主动与 “谷歌 ”修
好。由报纸提供内容�由搜索引擎提供渠道�这是一个
双赢的策略。搜索引擎依靠媒体的报道来增加其声望�
在线的阅读也依靠搜索引擎来增加流量�国内的在线新
闻可以参考这个模式�使得收费成为可能。

以网络版本免费入手开始培育新读者

中国的受众或许还不太习惯网络付费阅读�但是受
众的新媒体接受程度越来越高�使用频率也呈增长趋
势。网络的阅读习惯 就使得收费成为潜在的可能。国
内越来越多的纸媒体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如《华西都
市报》的网络技术团队开发了系列的 户户可供报纸的

读者在网络中使用�其中 “魔码 ”系列最为典型 在一则

报纸新闻的旁边有一个二维码�手机用户通过使用二维
码可以接通网络中的现场报道。这样一个 “魔码 ”�将
《华西都市报》的纸媒受众与网络受众融合在一起�这是
国内纸媒培育新型读者的一个尝试。目前�国内的《楚
天都市报》、《贵州都市报》、《半岛晨报》已经开始推广使
用 “魔码 ”。

它的内容�更不会改变受众对它的信任程度。融合了互
联网的新技术�传统媒体会将以更有竞争力的方式生
存�满足受众的不同需求。
另一方面�我们也有这样的考虑 《纽约时报》的成

功经验是否能嫁接到中国本土的问题。首先�培育绝对
忠诚的读者尚需要时间。国内传统媒体商业化模式的
发展�不过几十年时间�可以说�我国的报纸尚未培育出
一批绝对忠诚的读者 这些读者会对报纸有着 “绝对信
任 ”— 无论报纸最终以何种形式呈现在面前�都会为
其所喜欢的报纸内容付费 。其次�传统媒体数字化进
程尚不完善。在我国�几乎各大报纸都有自己的电子
版�但这些电子形式的报纸�自身并没有影响力�都要借
助传统媒体来扩大其竞争力。所以�国内传统媒体现在
要做的�更多的是开发报纸的网络数字版部分�逐步完
善和提高其影响力。
最后�科技与市场的限制。《纽约时报》在线收费的

成功�除了其内在因素之外�还离不开美国的数字阅读
终端与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阅读器成为新一代读
者的普遍选择�如亚马逊的 �凡是购买 的

用户�都可以通过其软件免费阅读《纽约时报》�用个人
、手机等阅读新闻�也成了美国读者的普遍选择。但

是�在我国�读者使用阅读器浏览报纸的人数只占很小
的比例�换句话说�目前�国内在线收费的新闻并无多大
的市场空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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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在走过 年的纸质出版之路后�世界知名杂志品

牌美国 新闻周刊》 也即将全面转向电子

化。在日益商业化、 小时运转的新闻圈�更多消费者
抛弃纸质读物�而偏爱平板电脑与移动设备。《新闻周
刊》这一决定凸显出纸质出版物在这一背景下面临的困
境。一方面�报纸的在线收费成功为传统媒体的发展注
入了新的活力�报纸的公信力已经毋庸置疑�在线新闻
与数字电子版的形式�改变的只是报纸的形态�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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