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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与发行量，是我国报业经营管理中一个值得深入研究、高度重视的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20多年二者的变化过程，我们大概经历了两个比较明显的阶段：前10年，我

国每年都有上百家报纸涨价，没有几家报纸降低定价，同时发行量基本持平或上升；近10多年

来，每年都有300多家报纸涨价，同时有几十家甚至上百家报纸降价，一部分报纸发行量下

降，一部分报纸发行量上升。 

  价格与发行量，在我国报业中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一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报业经营

管理者的足够重视。在比较分析我国报纸价格、发行量变化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市场机制在

报纸发行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部分报纸经营决策者由于对报纸基本经济属性缺

乏足够的认识，导致经营管理决策失误频频发生，因此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的历史过程中，不少报纸吃了“市场”的苦头。所以，本文主要从价格与发行量的关系角度，

谈一谈报纸的经营管理策略问题。 

  显然，价格的变化，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比较重要的因素有市场结构、成本、预

期收益等。如果市场处于垄断状态，报纸出版者获得了随意定价的权利；如果市场处于寡头垄

断状态，竞争价格或协议价格将主导着报纸价格变化。充分竞争的市场在报业领域基本上不存

在，无论是外国还是我国。而发行量的变化，也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价

格、发行体制、读者群大小、读者经济收入水平以及行政力量等。可见，价格与发行量之间的

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因此，我们在此仅仅依据价格与发行量关系这一个方面谈经营管理，显然

是具有相当的局限性。 

  从整体上看，无论价格怎么变化，也无论发行量怎么变化，我国报纸已成为社会消费的必

需品，而且价格变化对销售量影响不是十分敏感，即经济学上所说的需求价格弹性系数的绝对

值小于1，或非弹性价格。这是我国报业的基本经济属性。这也是我国报业能够长期生存并发

展壮大的表现。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忽视价格变化对报纸发行量的影响。数理统计分析的结果表

明，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价格变化对报纸发行量的影响力高达54％，即涨价导致的发行量

下降、降价导致的发行量上升的数额中54％源于价格因素。可见，价格对报纸发行量具有举足

轻重的作用。这个数据也清楚地表明了行政摊派的有效性。 

  但是在此还不能武断地说，余下的46％均为摊派的“贡献”。因为报纸的发行量，不仅仅

受到价格、摊派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受到读者偏好、传媒技术、同类商品特性等多方面因素的

影响。可以肯定的是，在46％的贡献率中，摊派占有比较大的比例。究竟多大比例，有待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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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调查研究。 

  这更不等于说每张报纸都是非弹性价格的商品。因为不同报纸的价格特性存在巨大的差

异。如1988年，全国有14家报纸的定价上涨了25％，结果其发行量下降幅度大相径庭：最惨的

发行量下降了83％，最幸运的发行量只下降了5％；有26家报纸的定价都上升了33％，但是发

行量下降幅度大不一样，其中发行量下降幅度最大的达到59％，发行量下降幅度最小的仅为

0．6％！有12家报纸定价上涨了1倍，而各家的发行量下降幅度相当悬殊：下降比例最高的，

达到了80％；下降比例最低的，仅比上年减少3％。发行量变化的百分比除以价格变化的百分

比，即为价格弹性系数。按照弹性价格系数的大小，基本上可以将我国报纸分为三大类：可替

代、准可替代、不可替代。这三类不同的报纸，应当采取完全不同的经营管理策略。 

  一、可替代类报纸。在这类报纸当中，还可以细分为两种：高度可替代性报纸、可替代性

报纸。对于这两种报纸来说，都面临着如何摆脱“可替代性”的经营管理挑战，经营管理的目

标是寻求、培养报纸的“特质”，竭力改变“同质”特性。在特质未被市场认可前，二者都不

能企图通过涨价增加收益，降价倒是一项明智的经营管理策略。因此，开发“特质”、削弱

“同质”为经营管理的战略重点。 

  目前，我国有几十张报纸的弹性系数绝对值高达4，即价格上升1％，发行量就下降4％，

或价格上涨100％，发行量下降400％，几乎为绝对可替代的商品。 

  这样的报纸显然是极其不受市场欢迎的。或者说，市场上存在多家可替代它们的同类，读

者有比较多的选择。 

  值得关注的是，可替代者不一定是“报纸”同类，而且有可能是“新闻”同类，诸如杂

志、广播、电视、网络等。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几十张报纸曾经遭遇了价格机制的严厉惩罚。如东北一家农民

报，定价上涨了10％，结果遭遇了当年发行量下降45％的惩罚；北京出版的一家能源类的部委

机关报，一次定价上涨了20％多，结果遭遇了当年发行量下降80％多的惩罚。这样的报纸对价

格高度敏感。可见，弹性价格的报纸，绝对不能涨价，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因此，这类报纸要

增加收益，惟一的出路是将报纸改变成为不可替代品。可惜的是，有的经营管理者似乎没有认

识到这一点，决策不断出现失误，将报纸引上了“涨价———发行量下降———收益减少——

—涨价”的恶性循环之中，两三年之间将发行量从六十多万折腾到几万最多十来万的不是一家

两家。 

  目前，我国上百张报纸的弹性系数绝对值等于1或接近1，即价格上升1％，发行量下降

1％，仍为可替代性报纸。如一张上海某社会团体主办的报纸，一次价格上涨了30％多点，发

行量下降了30％多；北京出版的一张信息类报纸、东北出版的一张科技报、西南出版的一张侨

报，它们的价格都上涨了30％，发行量都下降了将近40％。这样的报纸绝对不能通过涨价来增

加收益，因为提升价格可能增加的收益被发行量下降减少的同等收益抵消了。可惜的是，有的

报纸经营管理者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最近十几年几次涨价，报纸发行量在 每次涨价后都

下降，结果几年下来，尽管发行的收益可能没有减少，但是定价翻了一番，发行量减少了一半

多，广告收益可能减少很多。 

  其实，这样的报纸多是典型的摊派依赖性报纸。 

  一旦失去了行政的保护，便难以生存。在过去20多年当中，这些报纸确实在遭遇市场惩罚

后，一度争取到了行政保护，摊派的力度加强，曾经获得了既涨价，发行量也上升的“发

展”。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今天，仍然扭转不了被替代的趋势。 

  二、准可替代类报纸。这些报纸的价格弹性系数大约为0．9～0．6，即价格上涨10％，发



行量下降9％～6％。 

  这样的报纸，尽管能够通过涨价获得一定的收益，但是收益远比预期的小，而且损失远比

收益大。所以，这类报纸的经营管理重点是提升或强化已有的“特质”，开发潜在的“特

质”，遏制“同质”特性，从而进一步有效地降低价格弹性系数，将其变成真正不可替代品。 

  在准可替代类报纸当中，依据价格弹性系数大小还可以细分，如系数为0．8～．09的报纸

就比系数为0．6～0．7的报纸被替代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因此，它们涨价带来的后果是存在比

较大的差异的。如原有的县级报纸和部分全国性报纸，总体而言，都属于准可替代性的报纸，

它们的价格弹性系数分别为0．8、0．87。相比之下，省级党委机关报的可替代性比较小，仅

为0．54。同样，政府部门办的机关报也属于准可替代类报纸，其价格弹性系数高达0．81。 

  政府部门的机关报大多是改革开放后创办的，其行业性、专业性比较强，社会性、新闻性

比较差。尽管在创办之初，通过行政摊派，加上一定的“新鲜感”，一时赢得了可观的市场份

额。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随着党报纷纷改版、创办子报，这些政府部门的机

关报不断失去市场。有的政府部门的机关报，在失去行政保护后，为了摆脱日益困难的境地，

在多次改版失败后，只能改名维持。 

  这类报纸，尤其是价格弹性系数在0．7～0．9之间的报纸，在寻求行政摊派上确实曾经取

得了相当的“成功”。在谋求行政摊派中，从纵向的条条看，政府部门的机关报可以说是面最

广、力度最强的一族；从纵向的块块看，省级的部门报纸可以说在依赖行政摊派上面广、力

大。整体而言，它们的发行量可能30％以上来自行政摊派。具体到每家政府部门的机关报、每

家省级部门的机关报，这个比例肯定存在巨大的差异，这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研

究证实。 

  三、不可替代类报纸。这些报纸的价格弹性系数小于0．5，即价格上涨10％，发行量的下

降比例在5％以下。这类报纸，是市场的“宠儿”，报业的佼佼者。不但有可观的广告收入，

而且它们同时可以通过涨价获得比较理想的预期收益。这类报纸是广告、发行能够取得“双

赢”的新闻纸。因此，扩大报纸容量、扩大报纸发行量、适当提高价格都是可选择的盈利策

略。 

  这类报纸，在我国报业市场上，确实属于极少数。《参考消息》为其典型代表。在20世纪

80年代和90年代，它几次涨价，但是价格弹性系数均在0．2左右，表现出高度的非弹性。能够

与其相提并论的只有福建的《每周文摘》、《中国少年报》等屈指可数的几张报纸。处于市场

垄断地位的多家广播电视节目报纸也表现出类似的价格特性，但是它们的价格特性极大程度上

由广播电视的普及率所决定，所以难以与前者相提并论。 

  值得研究的是，模仿《参考消息》的报纸至少有三四张。按理说，它们完全可能降低《参

考消息》的价格弹性系数，成为有力的竞争者，但是这么多年下来，鲜有能向《参考消息》挑

战者。 

  从价格弹性系数看，除上述三类外，还有两个极端的情况值得关注。一是涨价后发行量不

变的报纸，一是价格不变而发行量不断变化的报纸。尽管它们的价格弹性系数都为零，但是它

们为两类绝对不同的报纸：前者为完全非弹性价格的报纸，成为市场上的必需品。这样的报纸

几乎世界上不存在，我国也不例外。但是对于后一种报纸，我国市场大量存在，尽管它们的价

格多年保持不变，但是发行量连年下降，属于可替代类报纸中的最高级——绝对可替代类报

纸。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报纸的价格弹性系数，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如北京出版

的一家全国性报纸，在我国乡镇企业大发展时期，比较红火，因此几次涨价都没有对发行量产

 



生多大影响，其价格为非弹性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其价格弹性系数仅为0．2。它的市场

表现可以与我国报业市场上的“常胜将军”———《参考消息》媲美。可是，随着宏观政策的

变化和乡镇企业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这家报纸原来明确的服务对象范围渐渐模糊了，20世纪

90年代以后再次涨价时，其价格已变成弹性的，价格弹性系数超过了3！同样，不少信息类报

纸在短缺经济时代，无论怎么涨价都是洛阳纸贵。可是，到了物质相对过剩的今天，它们已失

去了往日辉煌的基础。 

  因此，每张报纸的价格与发行量的关系，是随着市场结构、报纸质量等因素不断变化的，

要根据其外部环境和内部特质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经营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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