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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家庭的报纸——论都市报的特征与特色 2005-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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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范围来说，真正称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报纸，是能够走进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报纸。 

一份走进家庭的报纸，至少要具备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平民化的品位和风格。报纸所载，适合普通民众，适合家庭中识

字的各个成员。二是报纸的价位低，老百姓可以自己掏腰包订阅或购阅。当然细分起来，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特征，但

基本特征是这两个。 

恰恰是这两个基本特征，90年代上半叶以前的我国的报纸并不具备。换言之，这以前我国还没有出现能够走进千家万

户的日报。 

填补我国报业结构中的空白 

我国报业历来是以党的机关报和行业报为主体的。按新闻出版署80年代所作的分类，我国报纸可以分为机关报、行业

报、社会群众团体报、企业报、晚报、生活报、文摘报、综合类报、军报共9种，其中以机关报和行业报数量为最多。

据1993年9月的统计，机关报占全国报纸总量的30.6%，行业报占40.7%，二者之和占全国报纸总数量的71.3％。

其他7个类型的报纸是：综合报（0.7%）、群体报（7.6%）、企业报（5.5%）、晚报（3.6%）、文摘报

（1.3%）、生活报（9.4）、军队报（0.7%），加在一起还不到30%。⑴ 

先谈机关报。根据人民日报1986年8月在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30个市、县开展的调查，人民日报读者中，党政

干部占62.3%，科教文卫部门的知识分子占13.3%，两项相加高达75.6%。⑵人民日报如此，其他各级机关报也可

想而知。所以，机关报历来被看作是“干部报”、“工作报”、“严肃的高级报”。⑶此外，机关报订阅也几乎接近

100%地依靠公费。实事求是地说，种种原因使机关报难以成为走向家庭的报纸。这种情况在90年代的发达地区有所

变化，如广州日报就有相当多的比例属于私人购阅，但从全国来说仍无根本改变。 

再说行业报。它是以交流和指导某一行业的工作为目标，更不可能走向千家万户。 

而机关报和行业报以外的报纸，或因面向特定的读者（像社会群众团体报、企业报、军报，不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行

业报”），或因其内容的局限性，算不上真正的新闻纸，同样不可能走向千家万户。 

从90年代后半叶起，一种以市民为主要对象的，突出新闻性和服务性的生活化的综合性报纸，在我国报界异军突起。

这就是都市报。它很快走进了千家万户，使人们看到中国的走进家庭的报纸的模式在逐步形成中。 

都市报定位为市民生活报。且看几个比较典型的都市报的定位描述：“走向千家万户的市民生活报”（华西都市报），

“城市报、市民报、生活报”（贵州都市报），“综合性市民生活报”（海峡都市报），“为市井人家办报，让平民百

姓爱读”(燕赵都市报)，“采缤纷天下事，入寻常百姓家”（大河报）。这些定位无不指向市民家庭，全方位地服务市

民生活，并让市民自己掏钱订阅或购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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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

重视学术规范的呼声不小。确立学术规

范，对于深化新闻学研究具有重要意

义。论文在批评一些不规范现象的同

时，提出若干有利于新闻学术规范化的

做法：提倡题小文深，反对大而不

新；……

 

· 中国新闻业的商业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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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媒介的过分商业化，会带来严重弊

病。但在中国，几十年来的弊病却出在

新闻业的过分政治化，商业性发展被完

全排除。下面文章中的事实证明，在提

出新闻改革以来的将近２０年里，商业

利益和经济力量，是推动中国新闻……

 

 



都市报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至少因为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我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向城市化发展。1994年，城市人口包括从事第三产业和乡镇企业从事工作的人口已达到6.3 

亿，从事城市性工作的人口已超过从事农业的人口。这给都市报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⑷ 

二是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各行各业的改革，必然推动新闻业的改革，尽管这一行业具有特殊性，（最主

要的是报纸作为党的喉舌这一条从来没有松动），但是经济法则（如新闻业也要全部或至少部分地做到自负盈亏）进入

新闻领域以后，新闻单位和新闻工作者的受众意识都不得不大大增强。八十年代中期，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实行“事业

单位，企业管理”的政策，推动了各新闻单位的新闻改革，各报纷纷创办符合大众口味的专版或者小报。 

三是随着人民收入的增加，生活的改善，恩格尔系数（家庭食品开支与家庭总收入的比例）的下降，人们的文化消费明

显增长，购阅或订阅一份报纸不再是难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家庭要订阅一份报纸，在林林总总的报纸中，作

何种选择最为合适呢？毫无疑问，就是选择都市报。 

最早运用都市报这个称谓的，是分别由贵州日报社和陕西日报社创办的贵州都市报（1993年8月）和三秦都市报

（1994年1月），但最早赋予都市报典型特征的（如市民生活化特色和高度市场化运作），办得特别红火的都市报，

无疑是1995年1月由四川日报创办的华西都市报。它创造了创刊三四年，即发行量超过50万份，自费读者比例高达

80%以上，年广告收入超过1亿远的奇迹，在都市报界处于公认的领头羊的地位。 

把握定位，创造特色 

博采各报之长是都市报一诞生就吸引读者的最重要的经验。四川日报的席文举1994年5月参观《扬子晚报》以后，从

嫁接出优势的道理，“提出了‘嫁接各类畅销报优势’的办报思路，市场上哪些报纸、版面、栏目或报道内容，报道样

式受欢迎，就把它拿过来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又一个畅销版面，满足一个又一个庞大读者群的需要”。他用这个新思

路，来办新的报纸——华西都市报。 

都市报要满足广大市民群众的需要，就要使市民生活报这个定位，让报社的上上下下都始终把握住，也使广大读者一翻

开报纸就能看出都市报的这个特点。为把握这个定位，都市报特别强调新闻性和服务性这两条，因而取得了成功。 

首先是加强新闻性。报纸是新闻纸，新闻应是报纸这个宴席上的主菜。这是最广大的读者普遍认同的新闻规律。但由于

机关报有过强的宣传意识，处处从宣传价值出发，常常忽视了群众的兴趣，使得大量的新闻不能上版面。而都市报真正

将新闻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做足新闻，做活新闻，做好新闻”，以致有人称都市报“引发新闻传播功能

的历史性回归” ⑸许多都市报力争在新闻方面，“一报在手，什么都有”，从本市到全省、全国，乃至国际。1998年

有文章提到，“以新闻性见长是都市报的特征，华西都市报已成为日出12版的大报.，每日刊载新闻平均占总内容的

71％左右” ⑹。 

都市报在根据市民兴趣的特点，加强新闻性的过程中，为了尽可能增大信息量，真正做到了消息唱主角。据桂俊松的硕

士论文称，他曾对华西都市报、楚天都市报、南方都市报的消息在新闻构成中的比例做过粗略统计，发现这些都市报

上，消息占有绝对优势，在85％以上⑺。 

“在都市报上，严格的通讯体裁不多，而在这些通讯中，又主要是事件通讯。”“因为事件通讯不像人物通讯、工作通

讯、风貌通讯等通讯体裁，它的动态性特别强，一般都有个‘新闻内核’（新闻五要素）。” ⑻。各都市报都喜欢搞

“新闻追踪”、“特别报道”。 因为它们新闻性强，可读性强。华西都市报每一年都搞几十桩“新闻追踪”，短则连

续报道一周，长则报道数月或半年。它们能做到“文随事起，文随事走，文随事毕，全程跟踪”。时效非一般通讯所能

比⑼。 

都市报取舍新闻的角度是从市民眼光出发。如1997年2月4日《楚天都市报》刊登的《省委省政府班子成员要敢说从我

做起向我看齐》这条不足300字的消息，是从省委书记贾志杰谈廉洁自律的长篇讲话中“抠”出来的。这条信息表明了

省委省政府反腐倡廉的决心，以短小易读，适应了市民的阅读习惯，引导了舆论，市民也满意。⑽阅读《楚天都市报》

就会发现，在这份报纸里，省府开大会不一定是新闻，会上决定今年安置26万下岗工人是新闻；省长讲话不一定是新

闻，省长讲话时说春节要兑现离退休工人工资和补助特困家庭是新闻。这就是这份报纸的新闻观——市民新闻观。⑾ 

   



其次是加强服务性。既是定位于市民生活，都市报就着重报道服务市民生活, 华西都市报坚持尽量多选择市民衣食住

行、生老病死中发生的事件，尽量少报道发生在机关、企业内部的事情。以1997年4月2日为例，这一天的华西都市报

发表了165条新闻和服务性报道，其中反映了市民活动的新闻占120条。 

从版面安排来看，服务性内容的版面所占比例很大。以楚天都市版为例，其服务性报道主要有： 1、服务性专版。如

《消费广场》、《美食苑》、《养生养颜》、《就业参谋》、《三镇楼市》、《证券》等共28个；2、半服务性专版

（因为有的稿件是消息、读者感想、文章，不是直接服务的，故曰“半服务”）。有《银发岁月》、《打工一族》、

《法制周刊》、《读书》等8个左右；3、纯服务性专栏。如《今晚菜单》、《牵线搭桥》、《荧屏导视》、《天气预

报》等约10个；4、具有服务性质的新闻报道。主要体现在经济、教育、卫生等领域的报道中；5、阶段性的服务性专

题。如“3、15”期间，中考、高考期间的一些系列报道；6、零散的信息。如停水停电、公共汽车改线等。这几项加起

来，大约占全部新闻版面的30%左右。另外，许多其他的报道也包含着明显的服务性。二者相加，服务性报道几成

“半壁江山”。⑿ 

大量的服务性报道履行了报纸的“守望环境”的功能，在市民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都市报及时报道了各项设施

的建设和进展情况，提出了大量的建设性的意见和动议，及时地表扬了积极的、正面的人和事。与此同时，都市报不时

地批评一些妨碍市民生活的人和事，都市报的舆论监督，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在城市建设、市民生活服务这个层面上展开

的。 

除了突出新闻性和服务性以外，敲门发行和自费订阅，是都市报独有的、十分宝贵的特色。我国机关报历来搞摊办发

行，公款订阅，都市报一诞生，就别开生面。都市报为市民生活服务的特色，给自费订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华西都市

报首创“敲门发行”，第一个月征订量就增加1万多份，于是各都市报纷纷派人前往成都取经，开门发行（或者称“零

距离服务”）在各报展开，做到上门宣传、上门征订、上门投递。燕赵都市报“从年初敲到年尾，发行量每日都在增

长”。⒀ “敲门发行”的开创，无疑是对中国报业的一大贡献。它打破了“官报官办，官订官看”的传统格局，真正开

创了报纸走进家庭的新格局。 

值得充分肯定，还须改进提高 

都市报是走进家庭的报纸, 是最具社会性的报纸。从这一点上说，也是与国际上报业普遍特征最相近的报纸品种，无疑

是极具生命活力的报纸。但它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也不是没有阻力的，比如有的人声称“不能对都市报评价太高”，

主要是因为怕它挤占了机关报的市场。其实，都市报的崛起是最近四五年的事，而机关报订阅数的下降早在八、九十年

代之交就已经非常显著，这一是因为机关报本来就是适应干部和精英层看的指导各项工作的报纸，不可能广泛走进家

庭，二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出版物增长迅速，读者可选择的范围扩大很多，必然导致机关报订阅量减少。 

上述说法除了不符合事实以外，还在于它狭隘地理解了报纸的导向作用，而低估了都市报在各个方面的所起的积极作

用。机关报在政治导向上所起的作用，毫无疑问十分显著，但都市报同样也起到政治导向的作用，机关报常常把一位领

导人的讲话完整地刊出，全面地传达了领导层的精神，而都市报常常只从市民的视角，以消息的方式，报道领导人讲话

中市民最关心的部分，但因此有了更多的读者，所起的效果可能更明显。何况报纸的报道是每日与读者见面，不愁不能

全面传达领导层的声音。此外，导向有不同层面上的导向，就是说导向也是多层次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

方面都有导向问题，而在这些方面，由于都市报每日有大量的有褒有贬的报道，通过具体事物进行导向，对市民影响则

是巨大的。所以，都市报的办报方式不但是无可非议的，而且是在中国报业改革中值得提倡的，因为它不但坚持了正确

的政治方向，而且使广大读者喜欢看，自愿订，这是我国报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成就。 

新的报纸带来新的操作方式，促进了我国新闻职业道德的建设，体现了都市报的健康向上的生命力。最为典型的是都市

报建立了一套封杀“有偿新闻”这种在我国新闻界久治不愈的顽症的制度。华西都市报、三湘都市报在严格监督和审查

那些一厂一店一种产品报道的方面，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制度。在华西都市报，凡属“软广告”稿件（即一厂一店一种产

品的报道），不需要去调查有关个人和部门是否从报道对象处获得过报酬，一律进行处罚。该报还实行“连坐法”。凡

“软广告”稿件在版面上出现，记者、编辑、部主任、签字总编或副总统、版面编辑，一律“连坐”，每人都按每字1

元扣效益工资。一篇300字的“有偿新闻”，可以扣1000多元，处罚金额远远超过红包，不仅使他们无利可图，而且

还影响本人的声誉和续聘。⒁三湘都市报对“广告新闻”的认定程序及处理办法是：总编室每日核查本报刊登的稿件，

对有广告嫌疑的新闻报道或文章，提交分管副总编辑或编委审查认定，然后报总编辑确认。凡被确认为广告新闻的稿件

与文章，均按相同版面、相同字数、相同价格的广告给予罚款，编辑、记者（采、编同样对待）按该稿件广告价格总额



的50％罚款，审稿部主任按30％罚款，审稿编委按20％罚款。⒂对于确属需要刊登的一厂一店的报道，也得事先经过

有关的副总编批准。 

为什么都市报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因为都市报以读者是否喜欢为选稿的重要标准，它不借口宣传工商业工作而去登那些

没有什么新闻价值的一厂一店的报道。而且，报纸的销路与职工的收入扣得很紧。报社上下都十分清楚，刊登“广告新

闻”的最终后果，是读者对报纸不喜欢和不信任，对报纸的伤害是无可挽回的。 

当然，与发达国家走进家庭的日报相比，都市报还得有一个提高的过程。比如，都市报的新闻虽然多，但大量的只是市

民生活、衣食住行中的新闻，硬新闻特别是政治、经济中重要题材的硬新闻还不多，舆论监督现在虽然呈增多趋势，但

主要是在低层次上进行。用席文举的话说，“批评报道的主要特点是‘打苍蝇，抓生活’”，《华西都市报》还制定了

批评报道的原则：“批评要留有余地，批评的事件或对象宁小勿大，级别不要整大，范围不要扩大，性质不要夸大。” 

⒃ “批评报道的内容主要是社会上的歪风邪气，不良倾向……如菜霸、偷自行车、反暴利、打假、新楼垮塌、三陪小

姐、孩子拐卖等等” ⒄。高层次的舆论监督还很少。自己发现线索，跟踪追击，揭露贪污、受贿等腐败分子的报道尤

其少见。当然，无论是发表重大题的硬新闻，还是进行高层次的舆论监督，都既有赖于报纸和记者敢于报道，敢于监

督，更有赖于我国民主和法治的发展。二者缺一不可。 

都市报同样有值得注意克服的倾向。虽然还不能说我国都市报，已有西方商业主义报纸热衷于暴力、色情的倾向，但是

在越来越激烈的报业竞争中，一些都市报过多地发表媚俗、庸俗、猎奇的社会新闻，以追求“卖点”。还有一些报道存

在着真实性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要靠道德自律以及必要的法制约束来解决。 

注释： 

⑴梁衡《新闻原理的思考》，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⑵陈崇山、弭秀玲《中国传播效果透视》，沈阳出版社，1989 

⑶李良荣、林晖《试析双重压力下党报面临的困难及对策》，《复旦大学报＜社科版＞＝第3期 

⑷陈力丹《“都市报现象”的出现是报业发展的一种必然》，《都市报现象研究》15页，新华出版社，1998 

⑸韩炜林《新闻传播功能的历史性回归》《楚天都市新闻论集》，新华出版社，1999 

⑹刘建明《从华西都市报看都市报的媒体定位》，都市报现象研究》，新华出版社，1998 

⑺桂俊松硕士论文《论都市报崛起及其对中国报业的影响》，打印本，2000 

⑻同上 

⑼蔡华东《楚天都市报连续报道实析》，《极目楚天舒》，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 

⑽杨卫平《都市报与市民定位》，《极目楚天舒—楚天都市报创刊周年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 

⑾冯正安《论都市报和都市文化》，同上 

⑿桂俊松《论都市报崛起极其对中国报业的影响》，打印本，2000 

⒀李炳庠、贾永华《我的市场在你脚下》，《新闻战线》1999年第2期 

⒁席文举《研究读者市场，提高办报艺术》，《都市报现象研究》，新化出版社，1998 

⒂《三湘都市报关于对“广告新闻”的认定及处理办法》，打印稿，1998 

⒃肖云、蓝轲《开创报业产业新时代》中华新闻报2000年8月21日 



⒄席文举《华西都市报对中国报纸走向市场的探索》打印稿，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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