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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技术在邮政直邮领域的应用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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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介绍了二维码技术在直邮领域应用的重要意义，并从传媒介质变革、经营模式创新以及产

业链的完善等方面探讨了二维码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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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二维码”技术成为一 个 焦 点。目 前，在 北

京、天津、上海、成都、南昌和广州等地已有十多家报纸推

出二维码读报方式。作为一项联结传统报纸、移动通信平台

和网络多媒体资讯的高科技，其开发与应用前景值得邮政直

邮精准媒体高度关注。

１　二维码及其直邮纸质媒介的应用

二维码 （二维条形码）是相对于传统一维条形码而言的

新一代条码，它 将 一 维 码 储 存 信 息 的 方 式 在 二 维 平 面 上 扩

展，从而储存更多信息，具有面积小、信息量大、易识别和

稳定性高等特点。在美国、韩国、日本等地，二维码已经非

常成熟，在 传 媒、广 告、银 行、国 防、交 通 运 输、公 共 安

全、物流以至个人消费等诸多领域都得到广泛应用，大幅提

高了社会信息化的整体水平。

作为一种自动识别技术，二维码通过事先内置或下载了

相应识 别 软 件 的 手 机 抓 照 印 刷 在 纸 质 媒 介 上 的 条 码，以

ＷＡＰ形式下 载 观 看 该 条 码 内 含 的 电 子 文 档、表 格、图 文、

影音多媒体的讯息，这些内含信息可以被加密和纠错，还可

用于提供 各 类 增 值 服 务。在 我 国，目 前 银 河 传 媒、清 华 紫

光、龙宇传媒等公司都已推出了自己的二维条形码手机识别

及应用技术，并 已 获 得 国 家 专 利。随 着 智 能 手 机 的 不 断 普

及，我国将有超过２亿的手机内置条码读码器，使手机识别

二维码的整体市场规模达到１００亿元。

在直邮媒体应用 中，二 维 码 就 是 一 个 “阅 读 引 擎”，实

现直邮纸质媒体内容与手机音频、视频的直接连接，从手机

拍照一个条码、下载并自动播放其内容的整个过程只需要十

几秒钟。二维码技术的运用使精准直邮变成了一种新的多媒

体读物，可能颠覆读者传统的读报模式，并极大地丰富了直

邮内容，吸引更多读者和客户关注，有效扩大了直邮的影响

面和传阅率。

２　二维码助推传媒介质的变革

２１世纪的美国，互联 网 播 客 （Ｐｏｄｃａｓｔ）的 兴 起 导 致 网

络个人电台大量出现，让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一场媒介变

革的潮流正在深入进行，传统传媒的物理性质和形态正在发

生革命性变化。正如 英 国 广 播 公 司 （ＢＢＣ）、加 拿 大 广 播 公

司 （ＣＢＣ）、美国全国公众 广 播 网 （ＮＰＲ）等 传 播 机 构 将 传

统广播电视 节 目 变 成 播 客 的 音 频、视 频 节 目，使 广 播 可 以

“看”、使电视可以 “听”，二 维 码 应 用 也 使 传 统 纸 质 媒 体 同

样变成可以 “听”和 “看”的媒体。这样，广播、电视、报

纸杂志之间的物理区别将越来越模糊，“四大媒体”的传 统

划分将彻底失去意义，而未来的传媒产业竞争也将变得更加

复杂。

当代传媒 介 质 的 变 革 呈 现 出 鲜 明 的 “分 化 与 渗 透”特

征，具体表现为两个共时演进的方向：一是分化，如传统广

播与网络广播的分化；二是交叉整合，如互联网整合传统四

大媒体，被誉为 “第五媒介”的手机又融合互联网，以及手

机报纸、手机电影等。可 见，由 于 互 联 网 和 新 的 数 字 技 术、

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与推动，传媒介质的变革表现出 “传统媒

体的网络化和网络的媒体化”的趋势，结果使传统四大媒体

以及网络媒体的性质因更加模糊而可能走向趋同，即它们都

成为某种网络多媒体公司，其内容和服务同时涵盖文字、音

频和视频形式。

上世纪加拿大媒介思想家麦克卢汉认为，人类媒介一直

在不断分化与融合之中，一种新媒介的出现总是以此前出现

的其他媒介为基础，将其他媒介的某种特性收归己有，这是

一种 “向下兼容”的状态。他甚至将媒介物理特性的这种既

超越又融合的现象戏称为 “乱伦”倾向。这样看来，二维码

像其他数字技术一样，发力于平面媒介，并助推新闻传媒之

间 “乱伦”的发展，这将加速 “后传播时代”的到来，其对

平面媒体的创新发展意义也非常值得挖掘。

３　二维码与经营创新模式

将二维码技术直接作用于直邮纸质介质本身，实现阅读

直邮方式的重新定义，并影响到直邮的经营与赢利模式。

３．１　延伸直邮内容和阅读时空

有了二维码，直邮可 “听”又 可 “看”，其 内 容 将 突 破

传统意义上的有限版面和平面静态呈现的限制，因为直邮内

容的呈示及存储介质 由 纸 张 转 向 了 手 机 和 互 联 网 介 质 空 间。

这 也 使 传 统 阅 读 方 式 发 生 了 根 本 变 化，阅 读 时 空 变 成 了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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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移动电子商务迅猛发展
　　据英国 零 售 协 会———互 动 媒 体 零 售 集 团 （ＩＭＲＧ）的

最新数据显示，英国移动电子商务迅猛发展，２０１２年３月

通过移动设备进行网购的业务量较上年同期增长２５４％．
根据互动媒体零售集团凯捷电子 零 售 销 售 指 数 的 最 新

报告，２０１２年３月 英 国 消 费 者 网 购 金 额 达５８亿 英 镑，人

均消费１１４英镑，较２月增长９％，较上年同期增长１４％．

２０１２年 第 一 季 度，英 国 消 费 者 的 网 购 金 额 达１７０亿 英 镑，

较上年同期增长１３％．
互动媒体零售集团表示，越 来 越 多 的 消 费 者 使 用 具 有

复杂应用程序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 脑，因 此 通 过 移 动 设 备

进行网购就成为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２０１２年第

一季度移动商 务 显 著 增 长，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３００％．电 子

零售行业 的 出 色 业 绩，加 上 其 与 传 统 零 售 商 业 的 巨 大 差

异，导致双方的较量将愈演愈烈。

此外，促进 英 国 移 动 商 务３月 迅 猛 发 展 的 因 素 还 包

括：一是春季气候回暖 带 来 服 装 行 业 的 业 务 增 长，其 中３
月服装业销量较上年同期增长１５％，较２月增长２３％；二

是母亲节的到来，带动了礼 品 行 业 的 增 长，网 购 礼 品 数 量

较上年同期增长４８％；三 是 保 健 与 美 容 业 在２、３月 出 现

了１９％及２２％的增幅。

互动媒体零售集团公关部 主 管 表 示，季 度 基 准 指 数 表

明，３月英国移动商 务 指 数 首 创 记 录。尽 管 移 动 渠 道 带 动

电子零售业务明显增 长，但１％的 平 均 转 化 率 仍 远 低 于 整

个电子零售业。虽然移动商务也参 与 到 零 售 领 域 的 角 逐 当

中，但消费者对价位进行对 比 后，依 然 有 在 实 体 零 售 店 进

行购买的可能。对于整个英 国 电 子 零 售 市 场 来 说，第 一 季

度增幅为１３％，与预期一致，这也预示着电子零售市场未

来的乐观发展趋势。

英国凯捷公司零售兼技术 主 管 表 示，移 动 商 务 地 位 的

逐渐加强，将促使零售商将其纳入公司零售发展战略。

过去两年移动商务的流行趋势愈发明显，２０１１年第四

季度通过移动设备产生的销售额在整个 电 子 零 售 业 中 的 占

比由０．４％增至５．３％，增幅为１　３２０％．
（兰翔英　译）

递、立体叠加式，带来了一种动态的全新视听享受。这种跨

媒体互动可能 拉 动 年 轻 时 尚 的 手 机 一 族 成 为 直 邮 的 稳 定 读

者，这将大大提升阅 读 者 的 兴 趣、理 解、注 意 和 转 化 效 率，

并强化了广告主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

对直邮来说，二维码使资讯载体和表现手段增多，节约

了纸质空间，内容附加值也得到提高。二维码带来内容的延

展性、个性化 和 互 动 性，可 以 有 效 增 强 直 邮 对 读 者 的 把 握

度。通过创新经营思想和版面编辑模式，直邮将获得 “借船

出海”式的飞跃机会。

３．２　改变运行与完善产业链

二维码使直邮媒体变成多媒体读物后，必然会影响直邮

的整个产业链构成。比如，直邮可能需要从二维码运营商那

里租用 ＷＡＰ地址空间以存放内容产品；或者与新闻网站联

合，相互联结、推销各自的内容产品，进而相互促进内容消

费。同时，二维码技术丰富了直邮的产业链，如果国家对手

机二维码业务采用监管模式，将使移动通信企业等进入直邮

内容的流通市场，进而 可 能 改 变 整 个 直 邮 的 消 费 市 场 结 构，

这必将要求相关行业、技术商和运营商谋求产业链的优化重

组，构建新的商业赢利模式。

３．３　创新直邮广告及其经营模式

作为能使多种媒体实现互动的载体，二维码技术不仅为

直邮的静态图文宣传追加了视频音频报道，也使平面广告摇

身变成有声有色的电台广告或电视广告。

相对于以前读者被动阅读的直邮广告，二维码广告把阅

读主动权交还给读者。因为那些扫描条码的读者通常是对条

码旁的图文内容感兴趣并希望了解更多信息的人，商家借助

二维码既可直观地展示更多产品信息和促销信息，也更容易

找到最有价值的客户群，进而极大地促进产品销售和品牌形

象的提升。二维条码 可 嵌 入 大 量 信 息，具 备 加 密 防 伪 功 能，

用于商品身份识别认证可完全杜绝假冒伪劣产品，而消费者

也因此获得主动权。值得注意的是，移动运营商可以建立广

告监测平台，以掌握手机扫描者的个人信息，通过其连续扫

描行为分析消费偏好，评估广告效果，甚至可建立起精确到

不同地区用户、不同 媒 体、不 同 时 段 的 信 息 资 源 库。显 然，

这些对未来广告市场起到至关重要的结构性影响。

对直邮来说，首先二维码广告在传统平面广告方式之外

开拓了新的经营渠道。无 论 是 大 版 面 广 告 还 是 分 类 广 告 版，

若配合二维码则可以让读者获得更多更精彩的详细资讯、动

态信息、促销信息等；其 次，二 维 码 印 刷 在 轻 便 的 直 邮 上，

人们可以随 时 随 地 迅 速 地 获 取 多 媒 体 广 告 资 讯。当 然，推

广、发布二维码 广 告 还 可 以 提 高 直 邮 广 告 的 权 威 性 和 可 信

度，并提升广告效果。

目前，国际上二维码技术还缺乏通用标准，国内应用还

处在试验阶段。在直邮领域二维码还只是一种增值服务，有

关技术商应该开发出更适合直邮特点的二维码应用形态。在

纸媒介多媒体化的产业大趋势下，随着读者认知的加强、手

机功能的提升和相关行业、技术的进一步整合，二维码技术

在直邮领域的应用前景必将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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