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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行小语】

说说报纸的二维码应用

报纸的二维码应用，应该是全媒体思维下的全方位利用，

是对新闻的一次营销升级和再造。

文/詹新惠

当
下的媒体界，新媒体和传统媒体

都忙得不亦乐乎，新媒体忙于抢

占新市场，兼并、收购、重组，强强联

合；传统媒体忙于数字化转型，上二维

码、发展全媒体。虽然两者都是背负着

市场压力，负重前行，相比较而言，传

统媒体的数字化转型更为迫切，也更为

艰巨。

说到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转型及二维

码，可以追溯到 2006 年。彼时国家新闻

出版总署推出“数字报业实验室计划”，

鼓励报纸出版单位自主创新，利用各种

数字化、网络化内容制作、生产、传播

手段和显示终端，探索适应数字报业发

展的信息传播技术和运营模式，实现传

统纸质报刊出版向数字网络出版战略转

型。多家媒体进行不同数字业务项目的

实验，二维码即是其中的一个项目。

但是，2006 年实验的二维码项目并

没有如“手机报”、“电子报”等其他项

目一样红火起来。究其原因，一个根本

的制约因素在于硬件的支持度不够，那

时候智能手机尚未普及，带有摄像头的

终端较为稀缺，很多有创意的二维码项

目不得不黯然夭折。

从 2010 年开始，伴随着国内 3G 网

络的推进、智能终端的普及，二维码市

场迅速升温，餐饮、超市、电影、购物、

旅游、汽车等行业都在致力于应用二维

码，作为较早推行二维码的报刊媒体也

重操旧业。2013 年 7 月 1日，人民日报

推出带二维码的多媒体报道，将报刊业

运用二维码技术推向高潮。

很多学者对中国报业的龙头人民日

报应用二维码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报

纸借助二维码“建立了文字与视频新闻

的通道，借助新技术将传统的文字新闻

采编升级为全媒体新闻生产，实现了党

报在传播理念、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等

方面的革新与突破。”

对于报纸运用二维码进行多媒体报

道的实际效果和传播价值，现在评判还

为时尚早，但有一点值得探究和深思，

那就是报纸运用二维码一定是文字与视

频新闻的结合吗？一定要限定在新闻报

道领域吗？报纸运用二维码能不能有其

他创新的思路和创意的产品呢？

从二维码的特点功能看，二维码是

一种高密度编码，具有信息容量大、存

储各种形式信息的功能，利用二维码技

术打造“多媒体报纸”仅仅是应用的一

个方面，根本的理念应该是做报纸内容

的延伸、扩展和立体化。比如观点、评

论类报道，不仅可以提供背景资料、有

声阅读，还可以提供与话题有关的其他

多方观点；体育类新闻报道，不仅可以

为报道配置更多的现场照片、视频访谈，

还可以提供报道中所提到项目的详细资

料、运动员成绩及相关资讯。

报纸的二维码应用，除了考虑新闻

内容延伸、扩展外，还要从产品角度、

用户需求角度考虑实际运用效果。目前，

报纸的读者在减少，广告在下滑，要想

留住存量读者，提升读者的忠诚度，止

住广告的跌势，就需要以新闻做引导，

给读者提供更多实用的、有价值的增值

资讯和信息。在介绍某个新产品时，可

以通过二维码提供出产品的性能、功

用、价格和比价等；在评价某部电影时，

可以通过二维码把电影在各地放映的时

间、场次、价格、影院电话等实用信息

一一呈现，以方便读者选择享用；在旅

游类新闻报道方面，可以提供该旅游景

点的路线、预订、特色产品、交通等商

务类信息。总之，要把新闻报道的内容

与商业、消费结合起来，二维码里的信

息就可以转换为广告来运营。

现在的报纸二维码应用，大多是文

字内容的视频重复版，一味强调为文字

内容添加视频，过于僵化和死板。对于

文字记者来说，做全媒体记者是一种趋

势，但建构全媒体思维才是根本，而全

媒体思维就应该是包括文字报道、多媒

体视听、社会化互动以及商务营销在内

的所有内容。从这个角度说，报纸的二

维码应用，应该是全媒体思维下的全方

位利用，是对新闻的一次营销升级和再

造。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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