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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调查的基本情况 

 (一)调查背景 

2004年8月25日，重庆报业市场有了新的变化一一重庆时报正式创刊。这份由前现代工人报改

名改制而来的新报纸，注入了新的团队、资金，成为了影响重庆报业市场结构的一个变数。重

庆的其他报纸都作了相应的对策，调整办报思路，从全国各地邀请一批优秀报人加盟等。新一

轮的报业竞争在重庆已经开始，9月报业大战拉开第一幕。在重庆时报出刊半个月后，笔者通

过对重庆报业零售市场的调查，对重庆的报业零售市场进行总体上的考察，重新认识重庆报业

市场新的结构形式，以及各类报纸在市场中的基本情况。   

 (二)调查设计与实施 

调查时间：2004年9月10日，11日  

调查方式：对报摊主进行问卷访问   

调查总体：重庆渝中区、沙坪坝、九龙坡、高新区、江北区、南岸区的所有零售固定报摊  

抽样方法 (1)样本分布：按照重庆市统计局公布的各个城区14至70岁的、识字的、常住和暂住

居民的人口比例分配调查报摊数量。(2)  具体分配数量为：渝中区13家、南岸区8家、江北区

6家、九龙坡区10家、高新区(石桥铺)3家、沙坪坝10家。共50家报摊。(3)在每个区，按照中

轴线等距圈定1000米直径的调查区域，在每个区域内按点的均匀分布抽取具体的报摊。 (4)通

过调查前期的报摊访问，共选择了32份综合性都市类报纸、本地专门化报纸、财经类报纸、体

育类报纸、文摘时政类报纸、IT类报纸作为调查对象，这些报纸构成了重庆报业零售市场的主

体。（5）调查的实施质量：由经过培训的访员执行访问，全部问卷符合要求。（6）数据处

理：采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分析框架 

对于报业零售市场，从两个维度来考察空间分布和数量大小。 

空间分布的具体指标就是报纸在报摊的上摊率情况。 

数量大小分为两个指标：一周零售量的比较和单期平均零售量的比较。 

一周销量的比较主要是考察报业零售市场的总体结构。因为报纸一般是以“周”为周期的，有

周一期、周二期、周三期……周七期(日报)等，以一周为单位来考察报纸的零售情况，能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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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报业市场的总体结构状况。 

单期平均销量的比较主要是考察报纸的竞争力大小。不同的报纸在一周中的出版期数不一样，

要比较它们的竞争力大小，只有都以单期为单位来比较它们的销量大小，才能准确比较各张报

纸实际市场竞争力情况。具体的分析框架如下。 

调查结果 

(一)空间分布的考察 

    通过上摊率指标来看重庆报纸的空间分布状况发现，本地报纸和时政类报纸是空间分布最

广的两类报纸；IT类和财经证券类报纸的空间分布都较小。     

调查发现，在重庆报摊零售市场中，本地报纸和时政类报纸是空间分布最广的两类报纸，上摊

率达到90％以上的都是这两类报纸；其中，重庆晨报、新女报、热报、参考消息4份报纸都是

100％的上摊率，是分布最广的报纸。重庆晚报和重庆商报以98％排在第二位，第三是重庆时

报、重庆青年报、重庆人才消息、体坛周报。 

 (二)市场结构的考察 

对于市场结构的考察，是通过对报纸一周销量的情况来进行分析。首先对重庆报业的总体零售

市场结构状况进行了考察，从两个指标来进行：1．不同类别报纸的市场结构比较；2．所有考

察报纸的具体市场构成；其次，将所有报纸归为五个类别，对每一个类别内部的报纸零售结构

进行了具体比较分析，这五个类别的报纸是：1．本地综合性日报的比较；2．本地周报的比

较；3。财经、证券类报纸的比较；4．体育类报纸的比较；5．IT类报纸的比较。  

不同类别报纸的市场结构比较：本地综合性日报和周报占据了绝对的市场份额；其中，综合性

日报占了三分之二的市场份额。 

首先，考察各类别报纸在这个总体中所占的比例情况。将所调查的32张报纸一周销量作为一个

总体，考察各个类别板块报纸销量在这个总体中所占的比例。将所调查的32张报纸归为7个类

别，具体如下： 

综合性日报类：重庆日报、重庆晚报、重庆晨报、重庆时报、重庆商报、重庆经济报、重庆青

年报、华西都市报。 

本地专门化周报：新女报、渝州服务导报、热报、健康人报、重庆广播电视报、重庆人才消

息、重庆法制报。 

时政类报纸：环球时报、参考消息、南方周末。 

体育类报纸：体坛周报、足球、南方体育。 

IT类报纸：电脑报、计算机世界、中国计算机报。 

财经、证券类报纸：经济观察报、中国经营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中国商机快讯、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     

文摘、娱乐类：文摘周报、星周刊。 

数据统计显示，综合性日报占了整个零售市场的三分之二的份额；其次是本地的周报，有16．

24％；3张时政类报纸占了近十个百分点。最少的是财经、证券类报纸。 



所有考察报纸；的具体市场构成：重庆晚报、重庆晨报位居前两位，刚出刊半个月的重庆时报

异军突起，位居市场的第三位，周报的新女报超出了4份本地日报，居于第六位。    进一步

来看各张报纸在这个总体中的份额情况。 

调查数据显示，最多的是重庆晚报，占了所有32张报纸一周销量的五分之一；其次是重庆晨

报，有16．59％。 

刚刚出刊半个月的重庆时报异军突起，居于第三位，达到了十个百分点。位于四、五位的分别

是：重庆商报(8．59％)、参考消息(7．69％)。 

新女报作为一张周报，超过了4份本地日报以5．82％的份额居于第六位，两份日报重庆经济报

(5．42％)和重庆青年报(4．34％)居于市场的七、八位。 

重庆本地综合性日报的结构考察：可以比较清楚地分为四个层次，重庆晚报和重庆晨报是第一

层次。 

将综合性日报作为一个市场总体来深入考察。 

在综合性日报的这个市场总体中，数据显示出了4个比较明显的层次：重庆晚报和重庆晨报分

别占了这个总体的三成份额和近四分之一份额，是综合性日报中的第一层次。 

重庆时报以短短的时间就跃居第三位，超过了重庆商报，并于后者属于第二层次；重庆经济报

和重庆青年报划入第三层次；最后的两张报纸是异地的华西都市报和党报的重庆日报。 

本地周报的结构考察：在本地周报的这个总体中，新女报最强，健康人报和重庆法制报最弱。 

财经类报纸的一周零售份额的结构：经济观察报在重庆是销量最大的财经类报纸。  

调查显示，经济观察报和中国经营报占据了重庆财经、证券类报纸零售市场的最大份额，在所

调查的6张报纸中，经济观察报占了36．43％的份额，中国经营报占了31．01％的份额；     

需要注意的是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一周两期的销量也比经济观察报和中国经营报有了一定的

距离。 

体育类报纸的结构考察：体坛周报在3张体育类报纸中居于完全领先的市场地位。    在体坛

周报、足球、南方体育3张体育类报纸中，体坛周报占了76．96％的比重，足球的比重为二十

二个百分点，南方体育只有不到1个百分点的比重。 

IT类报纸的市场结构考察：电脑报在3份IT类报纸中的零售有压倒性的优势。   

在电脑报、中国计算机报、计算机世界3份IT类报纸中，以B to C模式为主的电脑报在3张报纸

中的零售比重占了近九成，有压倒性的优势。 

 (三)竞争力的考察     

1．各类报纸单期竞争力比较：本地综合性日报的发展力度较弱，本地周报超过综合性日报二

十百分点，在单期销量比中占了一半的比例。 

数据统计显示，本地专门化周报在单期销量的比较中，占居了优势地位，超过于日报的单期销

量，占了重庆报业零售市场的一半比例。综合性日报只有三成。 

 



与同是西南大都市的成都相比，无论是市场的总体构成还是单期销量，成都的综合性日报都占

据绝对的优势，而且重庆的综合性日报比成都多，在单期销量上却远远落后于本地周报。这说

明重庆的本地综合性日报发展的力度还较小，无法覆盖专门化周报。 

2．各张报纸的竞争力对比：本地周报压倒综合性日报，位居前3位的是本地的3张周报。 

具体来考察各张报纸的单期销量情况发现，位居前三位的是新女报、渝州服务导报、热报，而

一周销量最大的两张日报一一重庆晚报、重庆晨报分别居于四、五位。 

本地的重庆广播电视报、重庆人才消息居于六、七位，新出刊的重庆时报位居第八位，重庆商

报居第九位。 

一些结论 

虽然重庆的报业市场参与竞争的报纸数量众多，但还没有形成相对的均衡状态。    也就是说

目前的市场格局随时会变化，在这样的非均衡状态的市场中，决定一份报纸在未来均衡状态中

能否处于有利位置的因素取决于它是否具有上升势头，而不是取决于它目前的状况。这与我国

的广州、成都、北京等报业发展领先城市不一样，即使报业市场有变化，但总体上是在一种相

对的均衡状态中。 

之所以有上面的结论，这是因为，首先，重庆本地参与市场竞争的报纸较多，一共有本地的15

份报纸上摊零售。特别是综合性日报，有8家，分别属于重庆日报集团、新闻出版局、工会、

团委等领导机构，甚至还有来自成都的华西都市报重庆版。有这么多的办报主体，在市场竞争

中不可能完全依靠行政来决定市场格局的分配。 

其次，本地市场未形成相对稳定的“塔形”结构，没有突出的领先者。重庆晚报和重庆晨报虽

然在日报中排在一、二位，但其份额比例都不高，与后面报纸的差距只有几个百分点的距离。

也就是还没有形成“一城一报”或“一城两报”的局面。 

第三，从单期竞争力的比较来看，完全是几份本地周报的天下，综合性日报没有像成都、广

州、北京的综合性日报那样显示出强势来。也就是说，众多日报没有占主导力量的市场，它是

一个相对脆弱的市场结构。  

第四，重庆时报作为一份刚出刊的新报纸，就在完全市场化的零售市场中居于8家日报的第三

位，说明了这个市场虽然日报比较多，但还处在一种如何增加竞争能力的阶段。    2．报纸

的本地化是主导，调查设计选择的32张报纸中，本地报纸十五份，外地报纸十七份，基本上是

一半对一半。从单期销量的比较来看，本地报纸占了八成多的比例，而外地报纸只有不到两

成。从空间分布来看，本地报纸都是分布较广，  而外地报纸则总体上分布不广。     

3；时政类；内容是一个关注热点，无论是空间分布还是单期销量比较，时政类的参考消息和

环球时报都不低。特别是参考消息，在空间分布、结构比重和单期竞争力三项指标中，它的比

例都位居前列，是外地报纸中市场表现最好的一张。也就是说，时政类内容在重庆也是—个关

注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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