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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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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喜欢THE DAILY吗，那就下载
纽约邮报 app吧 ”！THE DAILY的跟版
广告现在已经换成了这样一句话，传媒
业巨头默多克为 ipad量身打造的THE
DAILY 宣告2012年12月15日停刊。1年
零10个月的创新试验从前曾带给传统
报业多少梦想，而今就带回多少失落和

遗憾。不过，THE DAILY的创新仍可谓
经典，其意义不在于它验证了报业该如
何转型，而在于它验证了报业不能尝试
的方向 ， 业界的认识无疑将因THE
DAILY的实践而前进一大步。

作为THE DAILY曾经的订户 ，笔
者以为THE DAILY的失败在于它错误

判断了三个关键性的发展方向。

错误判断一：
受众转变的方向

THE DAILY的创新基于报纸读者
向新媒体快速转移这一态势，新闻集团
董事长默多克曾表示，相信THE DAI-

THE DAILY的错误判断

平台来承担更为贴合自身传播特点的
内容， 侧重于互动性与信息的即时性。
不用求信息的大与全。

THE DAILY的困境， 也与其不具
备传统媒体的根基和优势相关。传统媒
体的创新平台是基于其原有的品牌、影
响力之上的，而且可以在传统平台与新
平台之间进行互补。一些报纸刊物都将
本刊用于深度阅读，同时打造网络类平
台用于交流互动。 比如 《经济学人》杂
志，印刷版主要用于阅读、网站主要用
于互动，多平台的网站用户多数是在讨
论、查阅信息，这种策略非常成功，使该
媒体利润率创出历史新高。跨平台的策
略促进了相关的各类“阅读”，多平台之
间的补足与互动充分发挥了这种发行
策略的优势。《经济学人》更是吸引了其
25%的用户选择了订阅纸质版 ，25%用
户选择订阅数字版，还有50%用户两者
都订。

作为网络媒体，目前通过发行赢得
利润，已经有了先行者，路透社也曾报
道， 英国金融时报的CEO透露，2011年
该报销售收入及电子版（网站和移动终

端应用）订费收入之和与印刷广告收入
持平，甚至有可能超过后者，这对报纸
传统盈利模式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突
破。 ①而美国纽约时报集团公布的第二
季度财报显示，互联网上的付费订阅量
创下新高，总订阅收入首次超过广告收
入。业界惊呼：这是历史性的一刻，传统
媒体以后可以不必再依赖广告！与THE
DAILY同属新闻集团的华尔街日报近
年也不断通过收费的网络发行获取巨
额的收入。

THE DAILY作为一个ipad应用，其
商业模式主要仍是通过广告。在发行方
面，据新闻集团的统计，他们有超过10
万人的注册用户， 每人每年收费40美
元， 则能给新闻集团带来每年400万美
元的收入。 这还不包括其他的收入来
源， 如广告费以及其他的衍生收入。制
作THE DAILY所投入的成本， 则是每
周50万美元，一年约2400万美元。

THE DAILY在内容的选择上可以
说十分庞杂，似乎要将各个层次的读者
一网打尽，而广告商需要明确的受众群
体来达到自己的尽量精准的投放 ，但

THE DAILY很难告诉广告主它的受众
究竟是谁、兴趣爱好在哪里。收入支出
的巨大差距， 使得其关闭显得理所当
然。 早在发行之初， 默多克就将THE
DAILY描绘成了一顿物美价廉的丰盛
新闻大餐———“无纸化的发行， 没有印
刷费用和运输费用，节约的数百万美元
的成本将使得我们的读者直接受益，每
日仅需支付14美分就可以尽享我们的
新闻大餐”。②

THE DAILY案例也说明了一个问
题：媒体的创新并不是简单地将传统媒
体内容移到一个新终端平台上。 最后，
笔者也同意路透社的杰克·谢弗的观
点： THE DAILY并没有失败， 只是在
还没来得及看到结果之前，被失去耐心
的默多克叫停了试验。

注释：
①Financial Times sees content beating

print ads, Reuters, 2011.11.28.
②刘志毅 ：《新媒体多平台模式探析 ：

〈The daily〉可能如何避免末路》, http://me-
dia.sohu.com/20121214/n36043448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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