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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由此带来的竞争程度的

不断提高，大量资金由生产环节流向市场营销和宣传环节，

传媒产业成为吸纳这一资金流量的主流产业。同时，数字时

代媒介转型加剧，传媒公司在大力削减运营成本的同时也在

积极拓宽营收渠道，跨国经营成为一条重要战略。中国经济

蓬勃发展，受众基数庞大，很多传媒公司已经通过不同途径

进入中国市场并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区别于提供娱乐和

时尚内容的媒体，由于中国相对严格的新闻规制政策，国际

严肃新闻大报一直缺乏进入中国市场的合法途径。而互联网

作为后起的传播平台，不仅投入少、风险低，而且传播范围

广、实时高效，因此很多国际媒体都将建设中文网站作为在

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在2012年，《纽约时报》作为国际知

名的顶级媒体，开办了纽约时报中文网（以下简称“纽时中

文网”）。全面分析总结纽时中文网开办以来的传播策略和

经营特点，对中国媒体的跨国传播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进入中国直指高端受众市场

2012年6月28日，纽约时报中文网上线，成为众所瞩目

的传媒事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纽约时报》已开

通中文网站，以求在快速发展但难以驾驭的中国媒体市场建

立立足点，从而强化其数字业务。⋯⋯在国内面临下坡路和

增长放缓的西方媒体公司，都希望在中国繁荣发展的媒体和

广告市场分一杯羹。”美国彭博社也报道纽时中文网“意在

瞄准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

《纽约时报》也直接承认其意图面向高端受众。作为全

球顶尖的新闻媒体的跨国传播网站，纽时中文网在6月份初

上线时的一份声明中即称“此次新建的免费网站旨在满足中

国日益庞大的高素质、高收入读者群”。纽时国际编辑约瑟

夫·卡恩说：“纽约时报英文版网站已经有50万来自中国的

读者了，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个很大的市场了，我们认为如

果使用中文的话还会有百万乃至更多的人对纽时感兴趣。”

加拿大传播学者赵月枝也认为：“中国政府的转型以及中产

阶级的崛起为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公司创造了机会。”公司

发言人艾森·墨菲称：《纽约时报》中文版吸引了许多奢侈

品零售商投放广告，包括菲拉格慕（一家意大利制鞋商）、

普拉达、卡地亚、路易威登等。纽约时报公司还在与一些金

融服务广告代理商洽谈。

二、沿袭母媒体优势机制与品牌

《纽约时报》创刊于1851年9月18日，历经美国报业160

多年历史，已经成为美国和世界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长期

以来拥有良好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纽时中文网沿袭了母媒体

的编辑机制和品牌效应，上线以来获得良好口碑。

1. 从内容构成来看，纽时中文网致力于“向中国读者

提供有关全球时事、商业及文化的高水准报道”

中文网一方面延续着母媒体的品牌、经验和内容资源优

势，有着很高的起点，一方面又面向中国受众量身打造了本

土化的内容，“既包括《纽约时报》英文报导的中译版本，

也包括本土中文作者及专栏作家专为中文网所撰写的原创稿

件。”以保证内容是优质而独特的，可以使读者接触另一种

视角与声音。《纽约时报》计划中文网三分之二的内容来自

其英文网站的文章翻译。区别于较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华尔街

日报和金融时报中文网站财经类媒体定位的是，纽时中文网

的内容更加多元化，包括国际国内新闻、评论、文化、风尚

旅游等等。

2. 从编辑机制上看，纽时中文网沿袭了其母媒体作为

美国严肃大报典范一贯采用的信息核实制度

综合中文网编辑和撰稿人的叙述可见，纽时中文网在

中国媒体环境中坚持着高品质的信息审核制度，对事实、数

据、法规等严格追溯确认，确保内容权威优质。中文网文化

版主编于困困微博说：“所有事实不论多小的细节需确认无

误，匿名要说明原因，引言要找出最初出处核对无误⋯⋯这

纽约时报的跨国传播策略研究
□于   迎

[摘要]纽约时报中文网上线引起新闻传播业界和学界广泛关注。继华尔街时报中文网和金融时报中文网之后，

纽约时报作为综合性国际新闻大报进入中国市场，面向中国高端受众推出其优质内容。从其传播策略来看，网

站文章采取英文文章翻译和本土作者原创相结合的方式，延续了母媒体的品牌优势和资源优势，网页版式与英

文版母站风格相对统一，并将纽时先进的数字化运营经验运用于中国网络。纽时的一系列传播活动对于中国媒

体的跨国传播有积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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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媒体该做的。”为纽时中文网撰稿的科技专栏作者师北

宸也说：“任何一个地方提了个虚的类似‘财报一季比一季

好看’，都要被标出来拿出具体数据。没有事实支撑的观

点和看法都会被无情砍掉，或者打回去找足够的依据来论

述。”“数据、法规、不是特别大众化的新闻事实，纽时都

需要提供来源。写完一篇一两千字的稿子，得给他们附上

一二十链接以及斤十个细节的解释。有时背后的文字比呈现

的还多。”在国内媒体多数都难以做到如此高标准的时候，

纽时中文网的文章因此获得学界与业界肯定，对很多议题的

报道与解释获得广泛认可和传播。

3. 从网页设计上看，纽时中文网与其英文版母网站风

格统一

纽约时报英文网早成立于1996年，经过多年经营已经发

展成为网上最大的报纸品牌之一。纽时中文网在版式风格上

延续了母站的特点，一方面是对成熟母站建设经验的借鉴，

省去另起炉灶的重复设计与建设，另一方面能够在视觉上做

到与母站的相对统一，延伸品牌认同与优势。例如纽约时报

中文牌匾的设计采取了双语设计的方式，即在NYT的英文牌

匾加上中文，将这两种独立的语言以视觉设计结合起来，两

组文字的大小比例、排行次序，以致字型风格，都经过了设

计师的细致设计与耐心调整，以达到精益求精的视觉效果。

四、持续数字化创新及践行本土化传播

《纽约时报》网站在美国报业数字化转型中居领先地

位，包括数据库检索服务、多媒体内容制作、抢占多个内容

终端、实施社会化媒体传播等等。

1. 纽时网站持续领先报业数字化创新

纽时网站从2002年开始推出数据库服务，可以检索自

1851年以来《纽约时报》的全部内容。网站还支持用户数

量众多的多种互联网热门应用，包括RSS内容订阅、网页定

制等。此外，纽时还与苹果、亚马逊公司合作，在iPad、

Kindle等优质阅读终端出售纽时电子版。纽时注重社会化媒

体的巨大影响力，在Facebook、Twitter等平台都建立了自己

的账号，使用灵活多样的传播策略。而最值得称道的数字化

创新则是网站高水平的多媒体制作团队在传统的报纸文字内

容之外，突破性地利用互联网的特点，对数字、图片、音频

和视频等做了独具特色的技术处理。例如数据可视化，纽时

走在了最前面。当数据变得复杂庞大的时候，静态图表往往

就不够直观全面，但借助互联网技术手段，可将大量数据融

合展示，还可与用户产生互动，如各国奥运奖牌数据可视

化，再如具有创新意义的互动专题《奥巴马的里程碑》等

等。纽时中文网采取了相近的数字化战略向中文用户推送内

容、提供服务和开展互动。

2. 纽时中文网践行本土化传播策略

除沿袭母报优势之外，纽时中文网做了许多本土化运营

的努力，包括大量招聘中国本土优秀媒体从业人员、关注中

国议题及华人世界。自纽时中文网开通以来，刊载了大量中

国的时政、商业科技及文化旅游等多方面的新闻与评论，提

供深刻权威的事件解读，获得大量传播与讨论。

当然，进入中国市场也存在一定风险。纽时中文网面临

的最大风险即中国的新闻规制。纽时在进入之前做了一些调

研，并且观察着其他西方媒体如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中文

网站的进程。纽时国际编辑卡恩曾经对此表示乐观，并将会

尽力将中文网建设得有竞争性、有吸引力。但是纽时中文网

在坚持自身立场与遵守中国新闻规制之间仍然需要一段时间

的调整。

五、结语

综上，纽时中文网作为《纽约时报》国际传播与经营的

重要实践，以优质独特的内容作为核心产品，依托母媒体的

品牌、经验和资源优势并结合本土化传播，面向中国高端受

众，开始了其在中国市场的耕耘。中国在不断尝试扩大自身

的媒体跨国传播影响力，研究《纽约时报》这样的国际一流

严肃大报跨国传播进入一个新的市场所采取的传播策略可以

对中国媒体的走出去有积极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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