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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二维码：谁的二维码？

◎陈国权

【摘 要】近年来，二维码技术受到报业热捧。本文作者提出对报纸二维码的质疑，他认为：对于

报业而言，二维码似乎只是一种“看起来很美”的技术。读者看到二维码后，掏出手机来扫一扫，很

快，阅读兴趣就转到了移动终端上，报纸就被扔到了一边，兴趣转移后，很快，报纸就被扔进了废纸

篓。报纸的价值又体现在哪里呢？这一点值得每个报人深思。
【关键词】报纸二维码；报纸价值；反思

5月17日，京华时报“全球首发”了“云报

纸”，报纸读者通过手机客户端拍摄报纸图像，

经过“云计算”，可查看图像所链接的视频等内

容。对此，京华时报认为他们是第一家将图像

识别技术与纸媒相结合的媒体，标志着全新的

云媒体时代正式到来。传统报纸的生产方式由

此将发生“革命性”的转变。将是“报纸开往春

天的列车”。
但是无论怎样说，所谓“云报纸”与前7年

推出的报纸二维码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云报纸

是拍报纸上的图片，然后在读者的手机上，转

到相应的网站上去；而二维码是拍码，然后在

读者手机上，转到相应的网站上去。一个拍图、
一个拍码。本质上都是为了丰富报纸的内容、
表现手段，“融合报纸与网络媒体的优势”。所
以对此，笔者仍然称之为“报纸二维码”。

7年前，报纸二维码昙花一现，消失得无影

无踪；现在，也没有任何理由能够确定，“云报

纸”能够摆脱以前报纸二维码的困境。

报纸二维码，看起来很美

2011年4月7日，一条《全国首份二维码报

纸受到热捧》的消息让笔者吃了一惊，杭州日

报报业集团旗下的每日商报推出了二维码，他

们认为，这是全国首份二维码报纸，并受到“热

捧”。
2012年2月24日，钱江晚报推出“浙江第一

个二维码新闻、广告专版”。
2012年5月10日，南京晨报宣布，该报利用

二维码推出全国首张全媒体报纸。
2012年5月25日，江南都市报“江南地产

云周刊”全新面世，由此江南都市报成为江西

省首张将图片识别技术与纸媒和网站相结合

的媒体。也表明了江南都市报成为江西报业史

上首份“云报纸”。
2012年，5月26日，中国北方首张全媒体报

纸———三晋都市报精彩亮相，让读者实现图文

并茂、动静结合的阅读梦想。这个“全媒体报

纸”是通过二维码实现的。
……
实际上，最早的报纸二维码尝试是在2005

年。2005年3月，北京晚报在国内率先应用了清

华紫光推出的二维码技术做新闻报道，这一试

验很快引起了业内关注与兴趣。2006年7月，精

品购物指南开始在封面和各专版的报眉上一

次性印刷彩色二维条码，之后在每期报纸的固

定位置刊出彩色二维条码。几乎同时，由于德

国世界杯足球赛的契机，一家二维码公司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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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报等10多家媒体合作，推出“通过手机二维

条码，看世界杯精彩视频”的活动，使这一新技

术第一次大面积应用于平面媒体。2006年，每

日新报、楚天都市报等也都开始使用二维码技

术。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当天，苏

州日报报业集团正式采用二维码技术，在苏州

日报、姑苏晚报和城市商报的指定版面上加印

二维码标识，让报纸读者通过手机摄像头扫描

二维码参加相关活动，或直接进入苏州日报报

业集团的手机WAP网站“掌上读报”，阅读报纸

指定版面的相关新闻和广告资讯，并开展即时

互动。
在手机二维码试验方面，解放日报报业集

团、宁波日报报业集团、辽宁日报传媒集团、河
北日报报业集团、大连日报社、潇湘晨报社、中
国计算机报社等都进行了探索。值得一提的

是，2006年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4I战略闻名全

国，其实应该叫5I战略：i－news彩信版手机报、
i－mook网络数据杂志平台“摩客”、i－paper电子

报、i－street街道公共新闻视屏；还有i－cord报纸

二维码，刚开始的时候，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也

曾经积极报道过，但后来他们就很少提及了，

也少有人知晓。闻名全国的“4I战略”中也没有

二维码这一“I”。不知道是由于他们认为i－cord
没什么价值，比不上其他4个，还是其他什么原

因。
但大部分的报纸二维码尝试都伴随着高

调的推广活动，辽沈晚报2008年4月二维码创

办后推出了“拍码寻宝”活动，手机用户只要拍

摄了二维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50元的中国移

动手机话费充值卡或价值2000元的手机。
分析两次报纸二维码浪潮，就会很清楚地

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第一波做二维码的报纸

都没有出现在第二波二维码报纸的名单上。为
什么呢？2009年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的数字技术

平台建成，这一平台中给二维码留了一席之

地，但位置已经比较靠后。其副总编辑赵晓亮

在接受采访时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技

术在报业中的应用并不是很理想，前景可能并

不是很好。全国运用的二维码单位比较多，宁

波日报报业集团是一次性在所有的报纸上同

时推广这个技术，现在还在用，但是用户并不

多。”对于报业而言，二维码似乎只是一种“看

起来很美”的技术。

报纸二维码的劣势

“二维码的再现使报纸变成了一个移动电

视，无论读者将它拿到哪里，只要手机一扫描

条码，报纸便成了多媒体呈现的移动电视。具
体而言，有了二维码，报纸可听又可看。”①

“一张报纸，集合了文字，图片，音乐，视频

等多种媒体信息，可以同时实现与手机、电视、
网络多接口的互通，这一切不再是梦想。”②

对报纸二维码寄予厚望的人似乎犯了个逻

辑错误：有技术可能性不等于有受众需求。科技

的进步让二维码有了与手机、网络共通融合的

可能，但却没有仔细考虑有没有融合的需求呢？

读者阅读报纸主要是图方便，拿起来看，

挑几条感兴趣的新闻，看完了一扔，有谁还掏

出手机拍张照片，然后上网查，还必须要保证

手机上有扫二维码的软件；能坚持在这么麻烦

的情况下还有这个需求的读者，只能是少数中

的少数。
而且扫了二维码之后，手机是很耗费流量

的，现在的WIFI网络并没有实现全覆盖，往往

一个视频看下来，一个月的流量包就没了。看
一条视频耗费的流量可以用QQ聊天一个月，

难道一条视频的吸引力有一个月的QQ聊天大

吗？

河南郑州的一位二维码公司从业者＠九

鼎胡轲，在微博中向笔者解释为什么2005年报

纸二维码推行不开来时说：“现今智能手机的

快速普及，以及流量费用的降低，已经为二维

码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发展奠定发展基础。
2005年的市场这些条件不具备。”

但我认为，现在的条件依然不够成熟，二

维码依然很耗费流量，用报纸二维码依然很麻

烦和费力。
减少信息接受的费力程度与成本，这应是

所有媒介形态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当有多个

媒介形态都能提供同样质量的内容产品和服

务时，费力程度低的媒介形态更能获得人们的

青睐。报纸二维码所提供的图片、音乐、视频等

21



2012．10

多媒体产品和服务，网络都能提供，而且不用

让人们费多少力气，报纸二维码劣势明显。
没有多少人会有兴致在读报时扫二维码

的，当笔者在微博中问北京灵动快拍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CEO王鹏飞，一天有多少扫码量时，

王鹏飞如此回答：“现在是一个创新和变革的

开始，不能只看数据，虽然现在数据量不够大，

但是，我们讨论趋势如何。对媒体转型，有需要

深刻反思的，不能只靠二维码。”

精简还是丰富？

京华时报认为，在云报纸诞生之前，读者

接触平面媒体看到的就是一条文字新闻和几

张新闻图像。然而，全新的云报纸时代，读者随

手拿起手机一拍，通过云阅读手段就能实现观

看与此条新闻有关的、内容丰富的视频资料或

背后故事，打破了以往平面媒体“读一家之言”
的局面，可以了解到相关新闻更翔实的报道。

按照大部分报纸二维码的宣传语中所说，

报纸二维码的优势在于，一是弥补报纸内容的

生动和现场感的不足，加入视频、声音等元素；

二是可以丰富报纸的内容，很多报纸上不能展

现的内容，读者可通过二维码获得。叫做“隐性

扩版”，③主要功能就是为了弥补报纸某些方面

的不足，做加法，丰富报纸的内容。
但笔者认为，其实，报纸的内容已经足够丰

富了，一般都市报每天有厚厚的几十个版，谁要

是当天能够把一份报纸完整地看完，那他只可

能是在消磨时间，或者是其他不具普遍意义的

状态。
相反，现在，在这样信息泛滥，人们注意力

稀缺的时代，提高报纸内容竞争力的手段不应

该是丰富，而应是精简。不是做加法，而应做减

法。报纸的特点和优势在于选择，为读者做出精

选，节约读者的时间。让人们在尽可能少的时间

里获得需要的信息，而不是尽可能多的信息。这
应该是新时期媒介竞争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新媒体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海量，

受众迷失于信息的海洋中，找不着北。大量的

时间被浪费。在海量信息面前，传媒最应该做

的是筛选，具有专业水准的筛选，选出精简的

信息，节约受众的时间；而不是让信息更丰富。

报业二维码却忽略了这一点，仍然在试图

模仿新媒体做丰富信息的尝试。

是谁的二维码？

当笔者在微博中发起对报纸二维码的质疑

时，除了一些纸媒的支持者外，另有很多二维码

公司的老总与从业者坚决反驳我，笔者非常理

解这种反驳，笔者这是在砸人家的饭碗。但出于

理性的分析，出于研究的目的，以及长期关注报

业，对报业的感情，笔者仍然坚定地坚持自己的

观点。
5月23日，我委托一位同行扫描了杭州日

报报业集团每日商报的7个二维码，其中两个

生成不了有效链接或无法连上服务器。使用的

手机是普遍在用的iphone4s，扫瞄软件是“我查

查”客户端。后来重新安装了制定的工具

“BOBO CARD”，扫瞄体验比“我查查”还差了

很多，依然跳不出链接来。
这里就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扫瞄软件的标

准问题。现今市场上还不存在一个通用的软

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二是在这些链接中，

报纸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基本上后台都在二维

码公司手里，如果报纸想了解一下客户资源的

总量与结构，也得跟二维码公司讨要才行。
WAP后台都建在二维码制作公司那儿，等于在

帮二维码公司免费做宣传。很多报纸的二维码

推出很多年，并没有给经营带来多少增量，目

前也没有什么赢利模式。
而且看报纸扫二维码的理念对于报纸是

有害的，即使看着报纸，看到二维码后，掏出手

机来扫一扫，很快，阅读兴趣就转到了移动终

端上，报纸就被扔到了一边，兴趣转移后，很

快，报纸就被扔进了废纸篓。报纸的价值又体

现在哪里呢？这一点值得每个报人深思。
注释：
①《报业二维码缘何“雷声大雨点小”》，中

国新闻出版报，2009年11月3日。
②《河南报业全面上“码”体现二维码新媒

体战略》，中国条码网2007年11月15日。
③夕雨：《二维码：“隐性扩版”带来惊喜》，

辽沈晚报，2008年4月28日。
（作者为《中国记者》杂志值班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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