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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业王国启示录——来自日本报界的最新报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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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可谓是名符其实的报业王国，据日本新闻协会的最近统计，在这个只有中国的二十五分之

一国土的岛国，发行着120多家报纸，总的期发量则为7205万份，是世界上日报期发量最多的

国家。按世界上通行以每千人日报拥有量来衡量一个国家报纸普及率的标准，全世界平均每千

人日报拥有量约为90份。而日本每千人日报拥有量为578，仅次于挪威而位居第二。 

  1999年11月，笔者参加日本外国新闻中心（Foreign Press Center）举办的中国记者研修

活动，在半个月的研修采访期间，笔者专门考察了日本报界有代表性的几家报纸，了解日本报

纸的总体现状及面临的挑战，探求日本报纸取得巨大发行量的原因，与日本报业同行探讨报纸

的未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笔者把这次考察日本报界的最新情况梳理出来，使我们对"报

业王国"有更多的认识，对办报有所启示。 

报业王国的骄人业绩 

  日本报纸有二项令人骄傲的纪录，它发行的日报并不多，只有120多家，但它的总期发行

量是世界冠军--7205万份。由此，对这个有1.2多亿人口的国家来说，它的每千人日报拥有量

获得亚军--578份。日本的5家全国性报纸《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产

经新闻》、《日本经济新闻》发行量高达1000多万份到200多万份不等，占全国报纸发行量的

一半以上，并且均跻身世界十大发行量报纸之列。 

  《读卖新闻》还获得一项报纸发行的单项世界冠军--日发行量达1400多万份，其中晨报发

行1020万份，晚报发行423万份，这个由日本报纸发行监察机关调查公布的数字向世人表明，

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日报诞生在日本。 

  除这5份全国性大报之外，其他的地区性报纸、地方性报纸、专业类报纸等类型报纸均有

不俗的业绩。像笔者考察的福冈县最大的报纸《西日本新闻》，晨报与晚报的总发行量也达

100万份。《北海道新闻》则是日本北部最有影响的报纸，发行量近200万份。与浙江省结成友

好省的静冈县主要报纸《静冈新闻》拥有140多万份的发行量。 

  这些动辄上百万份的发行量令世界各地的同行十分钦羡，大家都明白，巨大的发行量不仅

显示报纸的影响力，还意味着可靠的财源，支撑着报纸的良性循环。 

透明高效的编辑部 

  笔者走访了几家报纸编辑部，无论是全国性的大报，还是地方性的报社，日本报纸的采编

部门一律都是大开间，各部门的记者都集中在一起工作，各部门的负责人直至总编辑都与采编

人员在大开间里办公，各人的工作状态一览无余。 

·世界报纸风雨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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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卖新闻社的国际部次长滨本良一先生陪我到他们编辑部访问，在排着密密电脑等设备的

大办公室里，滨本良一指着一位头发花白的中年人说，这位就是我们的总编辑。采编人员与总

编辑座位惟一不同的是，离他办公桌不远处放着一张大桌子，滨本良一说，他们编辑部各部负

责人每天要在这里开三次会议，与总编辑商讨新闻稿件的处理等问题。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

你即使想偷懒也不可能，大家都埋头忙碌着。因此，在日本访问的几家报社都没有考核采编人

员工作量之说，大家都很自觉尽力会把自己的分内事做得漂亮。 

但不考核并不等于没有压力。朝日新闻社长室外事二村克彦先生对我说，当年他在基层当经济

记者时，几乎每天早晚二次都要到经济部长家门守候，问问经济部长有没有什么消息，生怕漏

发新闻。这种样捕捉新闻的敬业精神令人佩服。 

  高效的工作把编辑部与世界联系在一起。我发现，日本报纸发展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全国

性报纸强化对地方的渗透，地方性报纸努力以全国性眼光拓展市场。像读卖新闻除了在东京、

大阪、中部、西部四个总社以外，东京总社还管辖着北海道分社和北陆分社。在各分社以下，

在县厅所在地和主要城市都设有总局、支局和通讯部，挖掘地方新闻，利用现代发达的通讯传

输技术，及时制作成地方版在当地发行。这样，即使是远离首都的北海道读者，他们既能看到

海内外的重要新闻，又可以看到发生在身边的新鲜事。让不同的读者充分满足对不同新闻的需

求。 

  而地方性的报纸一方面要与那些全国性大报抢发当地新闻，在贴近本地读者方面抢占有利

市场。另一方面，地方性报纸也努力把发生在日本的重要新闻放在显著位置，除了利用通讯社

的稿件，地方性报纸或自己特派记者常驻东京等地，或是几家规模相当的地方性报纸联合派驻

记者，突出地方报的特色，稿源共享，减少开支。 

报纸既要有效、充分地报道发生在国内外的新闻，同时，又必须贴近当地的读者生活。因此，

日本全国性报纸强化地方版与地方性报纸触角不断向全国乃至世界延伸，都是从不同的视角取

悦当地的读者。日本报纸的竞争十分激烈，但结果表明：全国性报纸与地方性的报纸都有自己

的市场，很难由一二家全国性报纸完全垄断整个市场。 

独特的发行方式 

  来日本考察的业内人士，都对这里报纸的巨大发行量感兴趣，笔者对此作了深入的了解。

与我们目前国内绝大部分报纸的发行亏本，报业经济主要依靠广告收入的情况相反，日本报纸

的发行与广告的收入之比几乎相同，有的如《读卖新闻》甚至为6：4之比，发行成为报业经济

的主要来源。 

  报纸高发行量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社会大环境而言，日本国民的平均教育程度较高，百姓

有长期读报的传统，交通传送工具发达等。作为报纸本身而言，除了不断提高报纸质量吸引读

者之外，很重要的与日本独特的"宅配制"发行方式有关。日本报纸发行99%是靠订户，只有1%

零售。 

  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读卖新闻社，拥有遍及全国的8800多家发行店，有10万多投递员活跃

在各地的大街小巷，每天准时把日报和晚报送到读者家中。笔者住在东京王子饭店，每天7点

左右就能收到当天的日报，这样读者趁出门上班之前就可以及时浏览主要内容。这庞大的发行

店和投递员与报社之间完全是一种契约关系，按合同履行各自的职责。发行大军每天投递报

纸，又承担巩固发展新老订户的任务，上门收订报纸，订户一般一个月支付一次报款，极为便

利。这样报纸的发行不是集中在年底突击进行，而是细水长流真正做到家。发行报纸有利可

图，也为社会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不少大学生通过投递报纸为自己赚到了足够的学费。 

  尽管有发行收入作支撑，日本报纸的广告在报纸所占的版面平均仍达50%，而且广告的价

格也相当高。像《朝日新闻》一整版的广告价格为1亿日元，约800万人民币。读者已习惯把广

告作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信息，读者从报纸广告中经常可以得到实惠的收获。 

 



发行与广告收入成为推动报业经济发展的两大车轮。与许多国家的报纸仅靠广告独轮支撑相

比，日本报业经济的发展更为稳健，成为发达国家中经济的一个亮点。 

面对新媒体的挑战 

  报纸作为最悠久的传统媒介，它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新媒体的冲击，广播电台、电视的

发明都对报纸造成一定的影响。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之后，报纸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并

且在与广播、电视竞争中发挥自己的优势，扬长避短，明确定位后进一步发展壮大。电子传播

的迅速、形象是优势所在，读卖新闻、朝日新闻、静冈新闻等报社都拥有自己的电视台，利用

电视台多渠道迅速传播信息。但据日本电视网一项调查表明，人们把电视更多的看作是娱乐机

构，报纸是主要的新闻来源，报纸、电视、电台、月刊、周刊的广告可信度分别为49·6%、37

·9%、12·2%、2·6%、1·4%。报纸在权威性、深度报道方面仍有优势。 

  世纪之交，"第四媒体"因特网迅速崛起，一些信息产业界人士发出惊人断言：五年之内因

特网将取代现在的传统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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