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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都市报受众市场培育与开拓探析――以《兰州晨报》为个案 

 
内容摘要：与全国报业一样，西北地区都市类报纸也进入了所谓的“拐点”。为尽早走出“拐点”，当务之

急就是要着力培育和开拓受众市场。本文以《兰州晨报》为个案，通过对其受众市场及其培育的现状、问题和对

策的探究，试图为西北地区都市类报纸受众市场培育与开拓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西北地区；《兰州晨报》；受众市场；培育与开拓 

 

当前，中国报业正进入所谓的“拐点”。进入“拐点”的明证之一就是报业受众市场的萎缩。能否尽快走出

“拐点”，受众市场培育与开拓至关重要。对西北欠发达地区报纸来说更是如此。关于受众市场培育对西北地区

报纸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必要性乃至于紧迫性等，笔者在《受众市场培育对西北地区报业的影响》中已有较充

分的论述①。本文要探讨的是，作为西北地区报纸重要“方面军”的都市报，其受众市场及其培育的现状如何，

目前面临哪些问题，今后应从哪些方面着力改进。为此，笔者选择《兰州晨报》作为个案，试图通过对该个案的

解剖透视西北地区都市报受众市场及其培育的现状、问题，并力图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以期对西北整个都市报

受众市场培育与开拓产生一定借鉴意义。 
《兰州晨报》创刊于1997年1月1日，隶属于《甘肃日报》报业集团，是一张面向兰州市民提供新闻信息与各

种生活服务的都市类报纸。在其创办之前，兰州都市类报纸只有《兰州晚报》一枝独秀；《兰州晨报》创办后，

以社会新闻和舆论监督开路，迅速在兰州市场站稳了脚跟，并在短短几年内后来居上，坐上了兰州都市类报纸的

第一把交椅。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和全国报业一样，《兰州晨报》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困境――受众市场开

拓乏力就是重要问题之一。为此，主动培育受众市场是其当务之急！ 
 

一、《兰州晨报》受众市场现状 
 

能够标示一个报纸受众市场发育程度和水平的指标比较多，但最基本的有两个方面，即量的方面（即受众占

有量）和质的方面（即受众的影响力、消费能力、对报纸的忠诚度等）。 
1．量的方面 
显示一个报纸受众占有量的最直观的指标是发行量。目前，《兰州晨报》对外宣称的发行量是16—17万，在

兰州各都市报发行量中居于首位。笔者主持的课题组对兰州报纸零售市场的调查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

课题组通过对兰州四个主要区域的29个售报摊点的调查发现，在以一个小时为单位的观察时段中，29个报摊上该

报的销售量总计为157份，比《兰州晚报》多67份，比《西部商报》多66份，比《科技鑫报》多38份。此外，对报

摊摊主的访谈也印证了这个结果。访谈中有70%以上的摊主反映，兰州几家都市报中，《兰州晨报》最受欢迎、最

好卖。 
2．质的方面 
受众市场占有量固然重要，受众市场的质量更不容忽视。一个报纸受众市场的质量可以从其受众群体的影响

力、消费能力、受众对该报的忠诚度、满意度等方面得到呈现。 
据笔者主持的课题组对《兰州晨报》的读者调查，《兰州晨报》受众的年龄主要集中在19—30岁和31－45岁

两个年龄段，分别占总人数的36%和27%，两项相加为63%；职业方面比较多样，占前四位的依次是离退休人员、自

由职业者、文教卫生工作者和商业人士，比率分别为19%、14%、13%和12%，四项之和为58%；文化层次方面，大

专、本科最多，占45%，其次是高中、中专毕业者，占30%，两项相加达75%；收入方面，月收入在800—1600元者

占总比例的48%， 300－800元者22%，2500－3500元者11%，1600—2500元者9%。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兰州晨

报》受众总体来看可以说中等收入和中度社会影响力者占大多数，呈现出一种“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性特

点，即其受众群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但又并非社会精英阶层；其受众多为普通百姓，但却是社会生活的热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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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者和积极参与者。 
从受众对报纸的忠诚度来看，《兰州晨报》在兰州几家都市报中情况是比较好的。忠诚度的重要考量指标是

看读者的报纸接触是自费行为还是公费行为：舍得自己掏腰包（自费）订阅某份报纸说明对该报很看重。对《兰

州晨报》订户的调查显示，40位接受调查的订户中自费订阅者占90％，公费仅占10％，9：1的比例基本可以说明

受众的忠诚度情况。零售市场的读者购买频度也是考量受众对某一报纸忠诚度的重要方面。在84个被调查的零购

读者中，坚持每天都买《兰州晨报》者占到总比例的59%，两三天买一次的占21%，偶尔买一次的仅占15%。可以看

出读者的忠诚度还是比较高的。另外，阅读报纸所花的时长也是衡量忠诚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据课题组调查，花

一个半小时以上时间阅读《兰州晨报》者最多，占总量的33%，其次为半小时左右，占28%，两项之和为61%；而仅

用几分钟就读完该报者最少，只占总量的3%。这进一步说明该报读者的忠诚度还是较高的。忠诚度是以满意度为

前提的。从调查情况看，受众对《兰州晨报》的内容还是较为满意的，认为其提供的“新闻信息量比较大”者占

54%，认为其“新闻及时、客观、公正”者占26%。从订户对该报的投递满意度来看，满意者占到32%；比较满意者

27%，两项总和为59%。可以看出，受众对该报的满意度也是不错的。 
 

二、《兰州晨报》在培育和开拓受众市场方面的现有努力 
 

《兰州晨报》相对于兰州其他都市类报纸的优势地位与其近年来在培育和开拓受众市场方面的如下努力是直

接相关的： 
1．受众定位方面：《兰州晨报》创刊以来一直定位于城市普通大众，目标受众群较为分散，缺乏进一步细

分。为进一步培育和开拓受众市场，近年来该报在继续保持对普通市民大众的吸引力的同时，逐渐将有影响力的

城市主流人群放在了重要位置，如那些文化层次和收入水平较高、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群体，开始更加看重这些

人的资讯需求与关注点。这是该报近一两年的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 
2．内容方面：《兰州晨报》创办之初主要以富有吸引力的社会新闻和大量的舆论监督类内容为卖点迅速吸

引了普通大众的注意力，从而在短时间之内便迅速获得了市场的认可，继而后来居上坐上了兰州都市类报纸的第

一把交椅。规模扩增的目标基本达成之后，质的提升就成为报社上下思考的重要议题。与全国一些成功的都市报

向“主流报纸”转型的努力一致，《兰州晨报》近两年也开始谋求主流化。上述定位调整便是谋求主流化的具体

措施之一。既然报纸开始看重主流人群，内容上必然要随之转变。用该报总编张国华先生的话说：“主流报纸不

关心主流资讯怎么行？”在这种认识之下，该报逐渐开始从以社会新闻与舆论监督为主要内容向以公共政策等议

题和富有建设性的资讯等为主要开掘点转变，开始更加重视公共政策、政府决策、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改造、商

业开发等方面的新闻和信息。同时对原来比较混乱、广告与新闻内容不分的经济专刊进行了整合。在报道方式方

面，开始更多地采用深度报道形式，对主流新闻和资讯进行深度解读，以吸引主流人群的注意力。 
3．服务方面：除了加强主流新闻报道及其深度解读外，近年的《兰州晨报》最看重的还有“服务市民”四

个字。“服务市民”体现了其看重主流人群的同时不放弃自己传统的普通市民读者的一种努力向度。该报的“市

民之家”板块专门反映和解决市民生活中的难题，给市民提供各种日常生活小窍门。为真正将“服务市民”的口

号落到实处，提高服务质量，该报投资五十万元创办了“96555”呼叫中心。该中心集新闻报料、市民投诉、社会

问题反映和咨询服务等于一身，克服了过去热线资源散乱，对群众问题和意见的处理较为随意、缺乏体制机制保

障等弊端，对提升报纸的服务性，扩大和培育受众市场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 
4．发行方面：发行是任何一家报纸培育和扩大受众市场时都必须努力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兰州晨报》

当然没能例外。除了注重发行覆盖，自发和邮发结合，零售与订阅结合，方便订阅，及时送报等常规性的加强发

行工作的措施之外，与定位上的注重主流人群相应，该报近两年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加强了对政府机关、大中

型企业、高档楼盘及社区的发行攻势，主要采取上门征订、免费送报等方式极力扩大报纸在这些人群中的占有量

和影响力。 
5．公益活动方面：公益活动是报纸履行社会责任和吸引社会公众注意力的重要手段。为吸引广大受众关

注，同时也是为了回报社会公众的垂爱，近年《兰州晨报》在开展公益活动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特别是2006

年，《兰州晨报》的一系列社会公益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显著的市场效应，如“绿色

行动、关爱家园”大型环保公益活动，“2006雪中送炭资助寒门学子圆大学梦”活动，“火红生活、酷暑关爱行

动”（反映交警、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公交车司乘人员们的工作，以唤起社会的关注）等。 
 

三、《兰州晨报》在培育和开拓受众市场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尽管《兰州晨报》在受众市场培育与开拓方面采取了诸多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可

忽视的： 
1．定位方面：如前所述，《兰州晨报》近年试图将受众定位的重心转向文化层次、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较

高的人群。但这种重视目前只体现在局部内容版块的调整和发行上对机关单位、重点企业和高层次楼盘与社区的

重视，报纸并未从整体上针对有影响力的人群进行全面改版和整合营销。从课题组调查统计的数据来看，该报目

前的受众群与这一目标定位的转向还有相当距离。同时，既重视有影响力的人群，又不敢放弃自己的传统读者，

这样就造成报纸定位的游移和顾此失彼。这实际上反映出该报目前尚缺乏一种认定目标后大刀阔斧探索前行的勇

气和信心，反映出其改革的自信心的不足。 
2．内容方面：虽然《兰州晨报》近年在内容方面的开掘重点在于主流新闻和深度报道，但这两点目前做得

并不到位，离报社原来预想的目标和效果还有相当距离。从对该报的内容分析来看，其报道内容中社会新闻仍占

相当大比重，时政等主流新闻分量仍然偏少；深度报道数量较前几年稍有增加，但深度不够。从受众调查来看，

报纸目前最吸引读者的还是社会新闻。因此，虽然相对于兰州其他几家都市类报纸来说该报已经有了一定的特色

和优势，但这种特色和优势是有限的，因此它与其他报纸的竞争目前仍处于同质化竞争层次。 
3．与受众互动不畅，公众参与平台缺失：该报虽设立了96555呼叫中心，并强调与读者的互动，但却没有

有意识、有计划地采取各种有效的方式主动培育读者对这一互动平台和公众参与平台的使用意识；同时，从报纸

版面内容来看，受众对报纸的反馈信息和来自受众的意见、呼声乃至于公共评论等内容及版块并不是很多。纵观

整份《兰州晨报》，只有一版题为“观点”的评论版，但真正来自受众且与本地公共生活有关的贴近性的评论很

少，大多是全国其他报纸“时评版”常常涉及的全国性议题。 
4．广告过多过滥，编排设计零乱：从调查中发现，受众对《兰州晨报》最大的不满是该报广告太多太滥。

虽然广告对报纸的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但度的把握也是必要的。据对该报广告的抽样统计显示，该报广告所占

版面空间占全部版面的比重达59%。报纸一翻开，超过一半是广告，受众必然有意见；再加上部分广告内容低俗﹑

编排设计质量不高，还时不时出现坑人骗人的医疗、药品等广告，这就直接影响读者对报纸的印象。另外，广告

经常“压迫”报纸内容，对广告商的不合理要求的迁就和屈从常使报纸版面不固定，理想的内容编排和版序常被

打乱。这些必然影响受众对报纸的评价，甚至导致部分受众流失。 
 

四、今后的思路与努力方向 
 

1．定位科学化、明确化：科学、准确的定位是培育和开拓受众市场的前提条件。前已述及，《兰州晨报》

过去定位于普通市民，现正谋求主流化，试图面向城市主流人群，但又不敢放弃自己传统的普通市民受众。这种

定位上的犹豫和游移是办报的大忌，对培育和开拓受众市场显然弊大于利。因此，进一步明确定位是首先要解决

的问题。而要想准确、明确定位，关键是要做到定位科学化：即定位要建立在科学、周密的市场调查基础上，而

不是凭主观臆断和“拍脑袋”做出的。通过科学而周密的市场调查，获得精确、详细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做出的

定位必然会明确化，必然会避免出现犹豫和游移的情况；同时，这种定位一旦做出也更有操作性，执行起来也更

有自信。笔者以为，以《兰州晨报》目前在兰州报业市场的实力，是可以探索主流化发展之路的，这既是《兰州

晨报》自身发展和上台阶的需要，也对提升作为欠发达地区的兰州报业市场的层次和品质，摆脱同质化竞争具有

不可忽视的作用。现在最关键的首先是使这种定位明确化、系统化、科学化！而这是一个大课题，需要组织专业

的市场调查和媒体策划人员共同完成。 
2．健全体制机制，加强人才吸引和培训，为内容革新提供机制保障和人才基础：《兰州晨报》近年在

主流新闻、财经新闻和深度报道等方面之所以尽全力而为之而成效却不是很明显，固然有诸多具体原因，但若从

根本上来看，原因其实与其高水平人才的缺乏和内部体制机制的不尽合理有很大关联。作为欠发达地区的报业，

该报很难吸引科班出身的新闻专业人才――近在咫尺的甘肃高校新闻专业毕业生都很少愿意选择当地报纸（包括

《兰州晨报》），遑论其他高校！可供当地报纸招聘的一般是那些短线班、夜大、函授或中专等毕业的学生或各

类社会人员，且学新闻者相当少。这些人员本来就缺乏系统、扎实的新闻专业素养和训练，再加上报纸内部薪酬

制度和激励机制的短期性，使得这些人员一进入报社便立即被赶上了为挣分而疲于奔命的“快车道”，变成了许

多人所说的“新闻民工”。对这些“新闻民工”来说，鸡零狗碎、鸡毛蒜皮的社会新闻、民生新闻和相对简单省

时的事件类消息、“八股新闻”是较容易简单摹写的，也是能够快速获得积分的；主流新闻、深度报道等对采写

者要求既高，又费时费力，有时还存在能否刊发的风险，故对他们来说，必然会弃主流和深度而趋社会与民生

了。这正是导致近年《兰州晨报》虽重视主流新闻和深度报道但并未真正做起来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为此，健全

体制机制，改变简单化的“民工式”管理，营造一种有利于吸引人才、培育人才的制度氛围，并对人员加强培训

与学习，培养他们对报纸的归属感和忠诚感，这是《兰州晨报》迈向主流报纸的前提，也是今后进一步努力的主



要着力点。 

3．尝试社会新闻、民生新闻向公共新闻的转变：主流报纸并不意味着不报道社会新闻和民生新闻。社会

新闻、民生新闻曾是《兰州晨报》赢取受众关注和获得公众喜爱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近年该报在这方面报道中出

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娱乐化、琐屑化倾向。在报纸试图向主流报纸努力的背景下，社会新闻、民生新闻应逐渐向公

共新闻转变，这是培育新的受众群体，同时转化原有的传统读者群的重要一环。社会新闻、民生新闻向公共新闻

转化的关键在于培养问题意识和公共意识；要加强策划，引导记者对大量具体的社会新闻事件和民生话题做深层

次的追问，并发动和组织社会公众对这些事件和问题进行讨论，谋求问题的根本解决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种转

变对提高当地受众的社会参与意识具有重要作用，又是提高报纸的品牌影响力、培育和开拓受众市场，促使报纸

在同质化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有效途径。 
4．提高广告品味，加强广告把关，注重广告的编排和设计：前已述及，读者对《兰州晨报》目前很突出

的一个不满之处就在于其广告太多太滥；课题组对该报的访谈中该报老总也承认在广告把关方面做得不是很严

格，存在迁就一些客户的不合理要求的情况。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受众市场的拓展。因此，要想进一步谋求报纸

受众市场的量的扩增和质的提升，强化广告把关，提高广告品位，“有所为有所不为”，同时注重广告的编排设

计，注意广告与报道内容的配合以及同一版面内广告相互间的协调一致等，是《兰州晨报》今后要努力追求的一

个方向。 

 
作者简介：樊亚平，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读博士；苏予

燕，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  释： 
①樊亚平 路宪民《受众市场培育对西北报业的影响》，载《中国报业》2006年1期  

 
 
★ 本文为2005年度甘肃社科规划项目《甘肃报业市场培育与开拓和集团化健康运作对策研究》资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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