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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消息终于来了，而且来得比人们
预想的要早很多。

2012年12月3日，新闻集团宣布，该
公司创办的基于 iPad的电子报纸THE
DAILY将于12月15日停刊 ；此刻 ，距离
该刊正式面世的时间还不到两年。

2011年2月，THE DAILY正式发行，
新闻集团老板鲁伯特·默多克当时曾经充
满激情和信心地表示 ： “我确信 ，THE
DAILY这样一个新兴的、 有活力的新媒体
能够在平板电脑时代取得自己的容身之
地”。 然而，仅仅22个月之后，默多克却不
得不神情黯淡地宣布THE DAILY停刊的
消息：“不幸的是， 我们无法得到足够多的
用户， 这种商业模式无法长时间持续下
去。”

想当初，为THE DAILY 的问世兴
奋不已的绝不仅仅是默多克一个人，很
多人都把这份最新的数字报纸视为传
统纸媒转型的破冰之船，希望它能给越
来越不景气的纸媒开创出一条保命乃
至重生之路。然而，理想是丰满的，现实
是骨感的。THE DAILY 的夭折不仅宣
告了雄心勃勃的默多克在新媒体领域
一次大胆探索的失败，也给同样在传媒
格局大变革中东奔西突的传统媒体经
营者当头泼上了一盆凉水。

为什么 ？ 这是很多人在得知THE
DAILY 停刊的消息后作出的第一反
应 。 很多密切关注THE DAILY 发展
的业界人士和学界专家已经对导致

THE DAILY 短命的原因进行了全方
位的分析， 综合起来大致为以下三个
方面：

一是平台。THE DAILY 一开始就
定位于以苹果公司生产的平板电脑iPad
为终端载体和运营平台，既没有在桌面
互联网开设入口，也不与使用安卓系统
的其他移动终端相兼容（后来才逐渐兼
容）， 更不能在如火如荼发展的社交媒
体上分享和推广，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其
用户覆盖面和影响力的拓展。虽然THE
DAILY已有10万付费订户 ， 是苹果 i-
Tunes商店里订阅收入最高的新闻产
品，但离实现收支平衡所需的至少50万
用户还相距甚远。 虽然THE DAILY在
多媒体呈现方面下了很大力气， 但iPad
作为移动终端的局限性也使其在使用
过程中无法形成良好的用户体验：每期
报纸的文件规模将近1GB， 下载时间达
到10—15分钟，对于利用碎片时间进行
阅读的移动互联网用户来说，这个时间
太过漫长；此外，内容搜索不方便，报道
正文提及的各种信息也无法提供相应
的链接。

二是内容。THE DAILY 的内容结
构基本上是照搬纽约邮报的模式，全是
自采的新闻和其他信息，像所有都市报
一样偏向娱乐， 整体品位不是很高，更
缺乏高质量的深度报道，这显然不太适
应其目标受众（付费的高端用户）的信
息需求和偏好。在免费新闻信息无处不

在的大环境下，来源单一、不具备独特
性的内容不可能吸引到足够的愿意花
钱购买的用户。此外，THE DAILY囿于
“日报”的模式，每天更新次数很少，这
与内容实时更新的互联网传播特征也
是格格不入的。

三 是 运 营。也许是财大气粗 ，抑或
是急于求成，默多克从THE DAILY 创
办之初就搞的是大投入：3000万美元的
前期研发；100多人的专业团队（最多时
达170多人 ）， 每周50万美元的运营成
本。如此大规模的运营团队受到很多业
内人士的诟病，他们认为新媒体领域现
有的成功案例都是从小规模的投入起
步的，一下子把摊子铺得太大往往得不
偿失， 反而大大增加了失败的几率。从
商业模式来说，靠出售内容的销售收入
（订费）很难支撑如此巨大的开支，而收
费订阅的形式又制约了用户规模的扩
大，进而直接影响到广告收入。

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确实是导致
THE DAILY 难以为继的直接原因，但
笔者认为这些原因终究还是表面上的、
操作上的， 似乎只是选择上的失误所
致。如果默多克当初在这些方面做出另
外的选择 ，THE DAILY是否就可以避
免匆匆下马的命运了呢？ 我的答案是：
未必！这是因为THE DAILY 的夭折确
实有很多操作上的原因，但其致命的地
方在于照搬传统媒体的新闻信息服务
模式 ；而事实已经一再证明，在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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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媒体纷纷谋求转型的2012
年， 一份提前新型化的平板电脑报纸
THE DAILY却死了。 两年前默多克高
调推出这份iPad报纸时， 伴随着他的著
名论断：iPad这类新平台正在改变传媒
的游戏规则。现在此报一死，许多人也趁
机埋葬那个论断。 平台化潮流真的没有
生命力吗 ？THE DAILY之死有复杂的
原因，但平台化策略的不完善，是重要原
因之一。

其实， THE DAILY只是平台化潮
流中的单一型个案， 与传统媒体一样，
它还是单一形态的，只是换成了电子报
的形式。平台化（多平台）策略，是媒体
在多终端时代的转型策略之一。媒体开
发了某种程序并作少量修改就可在另
外一个或多个平台下运行，多平台应用
正在成为媒体消费的趋向。

平台化至少有这样三个角度：对于
媒体而言，同一程序在不同平台上同时

使用（意味着不同平台之间有互为促销
的功能）；对用户而言，同样的内容可以
在其多个平台上都可以获取，同时他们
可以自由地选择不同程序的平台上的
内容；对于平台而言，它们彼此之间可
以呼应、互相补充，用户在上面可以通
过不同平台互动交流。 它还是实践着
web2.0时代的特质 ：共享 ，互动 ，个人
化。媒体是共融的多平台，用户是主动
的使用者，信息和分享不是孤立的。

但从上述角度而言 ，THE DAILY
却不是一个多平台， 它只是一个新平
台 。THE DAILY是使用苹果产品进行
创新的一个新媒体平台。但这个平台成
了新闻集团的一个单一产品———它单
独开发，具备纸质媒介一样的新闻产品
呈现功能。它是独立经营的，在停办以
前处于单一困境中的THE DAILY，已
经不得不做过一次改革，将新闻集团下
的一些信息资源如体育报道有所共享。

但是它无法打通平台与平台之间的隔
阂、无法融合，用户是被局限的使用者，
难以主动选择，信息存在一定的孤立状
态。THE DAILY并不缺乏资深媒体人，
其主编来自纽约邮报，而编辑则来自太
阳报、《纽约客》等许多大媒体。对内容
的生产水平应当不成问题。“如果没有
畅通的传播渠道，出色的内容也会毫无
用武之地 。”THE DAILY的前任职员
Peter Ha表达的观点很有说服力。 路透
社的杰克·谢弗 (Jack Shafer) 也认为 ，
THE DAILY缺乏有效的传播途径 ，需
要注册才能获取新闻的内容无法有效
地分享和转发。

在单一发行平台的前提下，即使在
承载能力无比大的互联网上，大而全的
模式已经不适合网络时代 。 新闻集团
内， 最适合THE DAILY的位置应当是
在多平台的信息组合中充当一份子，而
不是直接独立发行运作。让新媒体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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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在新媒体领域，传统的新闻信息
服务模式已经逐渐失去生命力。

所谓传统的新闻信息服务模式，就
是单一的内容供应模式。这个模式的主
要特征有二： 一是供应的品种单一，只
有内容；二是供应的内容也单一，只有
自采的新闻和其他信息。这种模式显然
已经不能适应新媒体的发展趋势和新
媒体受众的文化消费习惯。如今 ，随着
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融合、聚合、集
成早已成为大势所趋，多媒体、多功能、

多样化、交互性几乎成为所有新媒体业
务或产品的共同特征。人们在各种新媒
体平台上不仅可以看到来源不同、构成
不同、形态不同的极其丰富的各种即时
的、大众化的信息内容，也可以很便捷
地获取各种历史的、个性化的、衍生的
信息内容， 还可以进行社交、 购物、娱
乐、游戏等各种活动。对越来越多人来
说，新媒体不再仅仅是一种信息消费方
式，而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
背景下，除了极少数在内容品质上和品

牌上具备一定程度的不可替代性的媒
体产品（如华尔街日报数字产品）之外，
任何沿用单一的内容供应模式的产品
或业务都难以做大做强， 只有在信息、
功能、平台等各个方面实现融合、聚合，
向用户提供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集成服
务才是方向。客观地说，传统媒体缺乏
这方面的DNA，这正是迄今为止很少见
到传统媒体做新媒体业务成功的重要
原因。 如此看来，THE DAILY 的结局
就不那么出人意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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