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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关键还是内容。”华师大现代
传媒专业教授陆连平认为，只要内容够好，
与众不同，不管做纸版还是网络版，杂志都
有其铁杆读者群体。

他认为，传统新闻周刊应该积极通过
新媒体技术拓展传播渠道，促进数字技术
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传统媒体数字化转型
可从受众的数字化行为入手，寻找可能的
用户接口，渗透到目标用户群中。比如，一
家周刊可以建立自己的网站、开发手机客
户端和APP，参与视频生产、与搜索引擎和
社交媒体合作，以此强化受众主体地位，增
强互动性，多平台联动共同为受众服务。

杂志能否转型成功，取决于受众能否
随着刊物转到电子阅读。《新闻周刊》有没

有相关措施促进这一转型还是未知数。据
公开的信息，《新闻周刊》转型后将不再依
赖广告收入，而是通过订阅盈利，数字化后
的《全球新闻周刊》将保持零售价4.99美元
不变，但是年订阅费从印刷版的 39美元降
低到24.99美元。

“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在同样数字
化的阅读方式下，受众为什么愿意付费购买
《新闻周刊》而不免费浏览大型新闻网站？”

陆连平认为，《新闻周刊》的核心竞争
力迄今仍未显现。在转型中，传统新闻周
刊不能偏离“内容为王”的逻辑和“内容创
新”的主旨。传播渠道去纸化了，但是内容
不能去周刊化，专业和深度优势仍是新闻
周刊竞争力的最终依托。

海江田万里当选日本民
主党新党首

名字有“万里长城”之意

24 日，美国著名时事刊
物《新闻周刊》发布最后一期
印刷版杂志封面，这意味着，
该刊为期80年的纸质发行史
就此终结。明年 1 月，《新闻
周刊》的电子版《环球新闻周
刊》将 出 现 在 读 者 的 ipad、
kindle或iphone上。

《新闻周刊》——野兽新
闻公司创始人兼总编蒂娜·布
朗撰文表示，结束纸质版的发
行是个艰难时刻，但他们必须
让赋予这本杂志灵魂的新闻
报道延续下去，并且拥抱全数
字时代。

该刊以《走向新征程》为
标题的社论如此写道：“有时
候，改变未必是好事，但却是
不得已。走过两年喧嚣的旅
程，他们最终决定逃离印刷领
域并跨入数字媒体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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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周刊》

《新闻周刊》创刊于 1933 年，
与《时代》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
道》并称“美国三大时事周刊”，
1961年被美国华盛顿邮报公司买
入。进入新世纪，《新闻周刊》的发
行量和广告收入双双下降，2007年
至2009年持续亏损。华盛顿邮报
公司于 2010 年把《新闻周刊》以 1
美元的价格出售给音响大亨悉尼·
哈曼。2011年哈曼去世后，其家人
决定放弃资助《新闻周刊》。

短短数年间，该杂志经历了接
连亏损—转型失败—低价出售—
终结纸质版的跌宕历程。无独有
偶，今年上半年，走过244年的《大
英百科全书》宣布告别纸版，一心
经营电子版“全书”。

多家重要纸媒
已完成转型

《新闻周刊》不是首个向数字媒
体转型的时事动态类杂志，《美国
新闻与世界报道》在2010年就停止
发行印刷版，专攻网络版；此外，具
有百年历史的《基督教科学箴言
报》因亏损而于 2009 年停刊印刷
版。而其网站的月均浏览量目前
约 400 万人次；2010 年，《西雅图邮
报》发行最后一期报纸后转型为新
闻网站。

2005年，《赫芬顿邮报》上线，
这是一家新闻与分析网站，聚集
了大量实名认证的高端博客作
者，2011 年 5 月《赫芬顿邮报》的
月独立用户访问量首次超过《纽
约时报》。 本报综合

【分析原因】
折腾数年收效甚微
身负巨亏难以为继

《新闻周刊》为何走到告别纸版的今天？业
内专家指出，“去纸化”固然是在网络冲击背景
之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媒体战略，更重要的原因
恐怕还在于周刊内容不佳、吸引力丧失。

新老媒体夹击，读者迅速流失
美国有着巨大而高效的电视网络，其快捷

的资讯传播和深度时政评论一直是杂志的强力
竞争对手。电视新闻节目生产的周期不断缩
短，在公共议程设置方面颇具影响力的《新闻周
刊》、《时代》等新闻类周刊受到严峻挑战。《新闻
周刊》曾以“短新闻、浅显化”来迎合年轻人，销
量一度反弹，2003年全球发行量超过400万份。

然而，电视压力尚未完全解除，网络新媒体
又迅速崛起，读者越来越没有耐心等待一周一
刊的纸质报道，读者群急剧流失。纸质媒体根
本无法与内容开放、浅显化、短平快的网络信息
服务相竞争，2007 年其广告和发行再度下滑。
最终，《新闻周刊》的“幕后老板”，不论是华盛顿
邮报，还是后来的“音响大亨”，对其每年 2000
万美元的亏损均感到承受乏力。

定位不够准，应对少良策
近年来，由于生存危机加重，《新闻周刊》做

过不少“改革”努力。例如2009年他们放弃“短
平快”思路，重新定位为“有独立观点、发人深思
的原创性报道”。在经营上，《新闻周刊》缩小读
者订阅规模，吸引高端客户，定价提高 1倍，使
得订户从之前的310万缩减到190万，希望吸引
更多奢侈品牌广告商，争夺《经济学人》和《纽约
客》杂志的广告客户群。

但是，这一招无法在短期内赢得与《经济学
人》的竞争，未能弥补日渐增大的财务亏损，其
广告收入和年收入均呈两位数下降。加之经济
危机的影响，《新闻周刊》的广告收入在美国发
行前5位的周刊中下降最为显著。

在应对策略的灵活性上，《新闻周刊》较之《时
代》周刊也较为迟钝。2007年，《时代》将出刊日期
从周一改为周五，除了网上可浏览所有内容外，还
可以直接通过网络参加评选类似“二十世纪最具
影响力人物”的活动，还实现了与CNN合作，推出
了 iPad版。但是，《新闻周刊》的动作一直只在局
部进行尝试，未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是否“去纸”不重要
“内容为王”是关键

据 25 日 消
息，日本民主党
党首选举25日举
行，前经济产业
相、现年 63 岁的
海江田万里当选
为新任党首。

在25日举行
的 民 主 党 选 举
中，前经产相海
江田万里与前总

务相马渊澄夫参加竞选。选举结果显示，
海江田得票 90，马渊得票 45，选举管理委
员会宣布海江田当选为新一任日本民主
党党首。

现年63岁的海江田万里，因其父亲曾
作为记者在中国工作，因此在他出生后取
名“万里”，代表“万里长城”之意。海江田能
够讲一口流利的中文，被认为是日本亲中政
客。他曾表示，“自己从生下来的那一天起，
就与中国非常有缘”。 据《环球时报》

韩 国 主 要
反对党民主统
合党 25 日要求
由当选总统朴
槿惠选定的首
席发言人尹昶
重辞职，认定他
不是帮助朴槿
惠实现国家团
结的合适人选。

新 一 届 政
府定于明年2月

就职。朴槿惠 24日公开她的过渡团队部
分人选，包括任命新国家党国会议员柳一
镐为秘书室长、保守派专栏作家尹昶重为
首席发言人。

尹昶重最近在专栏中多次抨击朴槿惠
竞选时的主要对手、民主统合党候选人文在
寅以及同属自由派阵营的候选人安哲秀。

民主统合党国会议员郑成豪（音译）
25日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尹昶重的价
值观“极右”，敦促他辞去朴槿惠过渡团队
首席发言人职务。

“尹昶重曾经批评反对派是反韩势力，
任命他为首席发言人说明朴槿惠更注重巩
固自己的支持阵营，而不是寻求国家和解。”

面对指责声，尹昶重说，他为曾带给
别人痛苦而深感遗憾，承诺今后将竭尽全
力协助朴槿惠。

尹昶重说，他先前不仅把矛头指向民主
统合党，也批评过朴槿惠。“从这个角度讲，
我保持平衡。批评我偏向某一方不正确。”

他说，接受任命前与朴槿惠没有私
交。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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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发布的封面采用了一张黑白老照
片，为纽约新闻周刊大厦旧址。封面上醒目的
大字告诉读者：这是“最后一期印刷版”。新闻
公司创始人蒂娜·布朗为了最后一期印刷版，
特地邀请了部分资深编辑和撰稿人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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