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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国内报纸市场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晚报、都市报比机关报受欢迎。笔者认为，晚

报、都市报受欢迎，并不完全意味着它在办报质量上胜过机关报，而是两种报纸承担着不同的

功能所致。  

  报纸市场的变化，实际上是由“消费者”即读者所左右的。笔者分析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是读报动机多元化。读者读报已不单纯是从报上获取信息、了解新闻、增长知识，近年

的调查显示，读者读报还有放松精神、娱乐消遣、美容保健等目的。  

  二是自费订阅和零买报纸的读者增多。近年的报纸发行工作表明，自费订阅报纸的读者越

来越多，而读者自费订阅和零买时，主要看重报纸这样几个方面：贴近性、实用性、趣味性、

信息量、客观性。  

  三是读者的阅读时间和地点主要在家庭和晚间。一项调查显示，我国城市读者接触报纸的

时间多在晚餐前后或睡觉前，而且都是在家中。尤其是北方读者，读早报的习惯并不多，而上

班时间阅报的“机关族”正在减少。  

  以上三点说明一个事实，读者的“单位化”在减弱，而“社会化”在增强。因此，作为机

关报，要保证读者不再流失，在社会空间寻找新的读者群，增加自费订阅和零售的份额，是十

分迫切的任务。  

  笔者认为，读者的社会化趋向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  

  传统意义上的“单位”相对缩小，靠企业订阅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变化。不少企业在转型过

程中，大量职工或“跳槽”或下岗，使原有单位职工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公费订报也随之下

降。即使经济效益良好的企业，公费订阅也在压缩开支之列。  

  新型“单位”数量上升，潜藏着一个巨大的订阅报纸市场。据统计，个体户、私营企业、

三资企业、私立学校、民办科技机构、民间文化团体等数量持续上升，形成众多新的单位。但

这些新单位的自主性很强，很难接受“红头文件”的指令性要求，其读者群体实际上是存在于

社会上，他们对信息的需求很高，经济承受力也较高，是自费订阅和零售的主要消费者之

一。  

  暂住、流动人口队伍十分庞大，是报纸零售的“主攻”对象。随着近年大中城市暂住、流

动人口的骤增，以及旅游者队伍的扩大，零买报纸的读者越来越多。在车站、宾馆、风景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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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乐场所，晚报、都市报等是他们的主要“消费品”。  

  老龄人口不断增多，将成为最稳定的读者群。据资料表明，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老人

散居在社会上，闲暇时间多，是读报时间最长的读者群。此外，据调查，公费订阅者中有相当

一部分是离退休人员。  

  社会自由职业者阶层是对报纸需求最旺盛的一类人群。主要包括律师、会计师、医师、自

由撰稿人、画家、个体演员、经纪人、家庭教师、职业炒股者等，其生存和发展，决定了他们

必须更多更快地占有信息。可以看出，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也改变着读者与报纸等大众传媒

的关系，这是读者群体及读报行为变化的实质所在。一方面，读者是报纸进行舆论引导、宣传

教育的对象；另一方面，读者又是选择报纸、消费信息的“客户”。■  

  （作者：李莉杨任佳黑龙江日报社金雷家庭保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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