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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是中国入世的第4个年头，2005年，随着金融、保险和汽车等领域的深度开放，中国

企业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又一个时代的早上，浓墨重彩的中国经济画卷正缓缓展开，2005是新

的拐点，从上一个4年，到下一个4年。《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会12月21日在北京隆重举

行，这是“中国最优秀人群”一年一度风云际会的日子，每一个时代人物一起在这一天共同相

聚，放眼中国经济的下一个4年。新浪财经独家直播了此次盛会。以下为慧聪国际资讯副总裁

慧聪研究院院长姚林发言实录：  

  21世纪经济报道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下午好！我们今天这个论坛从这里开始大概是进入

了第三个主题，我在这里是讲中国经济报纸的发展趋势，那么从过去的四年来看未来的四年，

但是仅仅看过去的四年是不够的。那么我主要从数据来看很多的变化，那么这个数字是由北京

慧聪它自己对全国一千种报纸和期刊所得来的数字，首先我们看一下财经类的商业报纸在全国

报纸市场当中的一种位置，我们看到今年的1到10月份的跟去年全年的数字比较一下，我们发

现广告额最高的是都市类报纸，那么什么是都市类报纸，比如像《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

《京华时报》等等这样一些报纸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报纸，那么都市类的报纸这几年发展的非常

好，也非常快，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8.54%，已经达到了370个亿。  

  我们看一下财经类的报纸，这里我们只是比较狭义的报纸，不包括《证券报》，那么它的

广告今年前10个月达到了13.8亿，比去年增长只有8.58%，跟去年相比要低了很多，似乎感到

财经类报纸这样一个市场似乎发展的势头没有都市类报纸那样的迅猛，但是我们如果把财经类

的报纸更加细分，我们看到财经类的周报，周报的增长速度非常快，他去年的速度达到了几乎

是55%，今年仍然达到了22.32%，那么我们看到在这种增长速度发生在中国整个报刊广告市

场，今年增长的速度比去年和前年下降的时候取得的。那么今年的广告比去年相比增长了

17.55%。财经类的报纸增长了8.58%，那么它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取得增长的，在这里我们看

到有一些类别的报纸，比如说像党政机关报他们的经济增长是在下降的。  

  那么看全国性的财经报纸，近四年的广告变化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黄色的数字，在2001年

的时候，财经类的周报合计的广告额只有不到2个亿，它占到整个全国性财经类报纸的比重只

有25%点几，只有四分之一左右，那么到2004年现在这个时候财经类的周报已经占到全国性财

经类报纸广告市场的差不多一半。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四年我们过去的四年是财经类报

纸当中，财经类周报非常迅速发展的四年，那么在财经类这些全国性报纸当中，21世纪经济报

道今年前10个月的广告额已经达到了1.63亿，排在第一位。而我想在2001年的时候他刚刚创刊

的时候，2001年1月1号，2001年的5号是经济观察报，而中国经营报是1985年创刊的，我们看

一下主要的财经类报纸，最近三年的情况，排在前面的这三个报纸是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

察报和中国经营报，我们看到这三份报纸这几年的广告刊登额一直非常的高，而且发展势头非

常好，我们看到从这三个报纸之后的这些报纸，除了经济日报比较高之外，其他都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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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从前面看到其他的财经类报纸一年的大概只有一千多万，两千多万，比较好的可

以达到三千多万，但是我们看到三年的变化可以发现这样的趋势，就是在财经类周报的快速增

长和日报的下降这样堆积起来非常危险，那么前年财经类的周报基本上可以作为市场导向，市

场化的报。而后面的这些报纸基本上是属于机关报，各种类型的机关报，那么这种报业市场经

过改革、变化，那么由于报的体制不一样，所带来的经营结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再看一下从去年的2003年的1月1号到今年的10月份，三份主要的财经类的周报，这也

是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国家影响力最大的周报，它的广告营业额变化情况，我们看到在2003年

的时候中国经营报基本上都处在领先位置，那么特别到了2004年的夏季以后，21世纪经济报道

已经凸现出来接近尾声的位置，那么还有11月、12月两个月，我们在座的可能都知道，11月和

12月是每年广告市场投放量比较大的两个月。那么我估计到今年全年21世纪经济报道的广告刊

登额已经超过2个亿，那么它就有可能中国第一份超过2个亿财经类的报纸。  

  那么在这里除了报纸之外，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整个平面媒体报业整个市场特征和变

化，那么大家看到房地产的广告仍然是整个平面媒体广告当中的第一大行业，但是我发现今年

房地产广告的增长率非常低，只有6.09%，如果考虑到他们价格变动的因素和一些其他因素的

话，很有可能房地产的广告今年实际是微笑的增长或者没有增长。  

  汽车的广告，机动车广告几年比去年同比增长了503，应该是一个相当高的增长率，但是

如果对比去年的增长率，去年大家知道汽车市场紧的一年，去年的广告达到了75%以上，那么

就说明了汽车广告投放增长速度是在大幅度的下降。下降了一半还要多。  

  还有一个重要的行业，通讯行业。通讯行业今年前10个月比去年同期的广告投放量下降了

9.11%，因为在昨天我刚刚看到11月数据，未来得及加入进去。那么在通讯行业当中可以分为

手机的广告，运营商的广告和设备制造商的广告，在这三大类当中，下降拉动的因素主要由于

手机的大幅度下降，而在手机大幅度下降当中，主要是国产手机在大幅度下降，大家都知道国

产品牌的手机库存量超过400万部。  

  还有计算机行业，比去年增长了4.53%，这也是近几年增长速度最低的一年，但是计算机

这几年的增长行业几乎都在6%、7%，那么是哪些行业来拉动了整个广告行业增长呢。  

  那么医疗服务机构41.3%，药品41.6%，家电28%，我们发现有三个医疗服务机构、药品和

保健机构和人的健康相关联的。那么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我们看到由于广电总局对电视的医疗

服务机构监管力度的家大，实际上把一部分广告转移到报纸上来。所以这是今年的广告的各个

行业变化的一些基本的特征和基本的状况，那么我们看一下哪些行业跟我们财经类的报纸，我

们知道财经类的报纸比较高的行业是计算机行业、汽车行业和通讯行业这几个主要的行业。  

  那么由于计算机行业整体并没有明显的增长，所以我们看汽车行业和通讯行业，刚才我们

看到通讯行业今年是下降了9.11%，而在其他几个类别当中通讯行业广告都下降了。那么在汽

车行业今年总体增长了35.13%，而在财经类的报纸增加了36.68%，其中财经类的周报增长了

93.7%，将近是倍增的数字。那么这样一种结果反映了我们的广告商，在投放广告的时候，他

更加注意媒体的选择，更加理性的选择，更加的有影响力，有广告价值和广告效应的媒体。那

么通过这些我做一个简单的小结。  

  我们看到上四年是从2001年开始的，那么在2000年之前财经类报纸广告市场是集中在日报

的，这些日报几乎都是机关报，而在那个时候只有中国经营报85年创刊之后经过了15年努力在

市场上拼搏，到了2000年中国经营报的广告收入接近了1个亿，中国经营报在市场上的铺垫，

到了2001年21世纪经济报道和经济观察报的诞生，广告从日报向周报转移的一个转折点，在

2000年的时候周报的广告仅仅占到了财经类报纸的十分之一，2001年达到四分之一，2004年已

经占到了接近50%。那么2001年以后财经类日报的广告市场出现了停滞，那么最后到2004年，

 



21世纪经济报道已经成为财经类报纸广告市场的领头羊，今年有可能达到2个亿和超过2个亿的

广告收入，将成为中国财经类报纸历史上的第一份超过2个亿的报纸。  

  那么，这些情况我想给大家提供一些数字，那么至于下一个四年财经类的报纸将如何发

展，商业报纸将如何发展，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在这里和大家更多的介绍了。因为一会儿嘉

宾论坛肯定有这样的题目，到那个时候我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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