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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安徽广播电视报》在原来一度“萎靡不振”的情况下，经过精心策划，运筹帷

幄、出奇制胜地发动了一场“纸上战争”，对报纸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 

    之后，《安徽广播电视报》在省会合肥发行量增长300％以上，仅零售一项就达到了近5万

份／期，加上订阅用户，报纸每期进入市内8万家庭，影响力巨大。报纸在全省的发行以年初

征订为主，但通过破季订阅等手段，整体发行量也上升了40％，一跃成为了安徽省内进入家庭

数量最多的生活报。 

现状与问题 

    在我国的报业结构中，广播电视报是成立年份比较早、在大众读报意识中具有较高地位的

报纸。一直以来，它担负着预告和介绍广播电视节目的特殊使命，成为居民休闲及娱乐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近年来，由于落后于其他报纸的改革步伐，当前各省市的广播电视报普遍

面临着来自其他各类纸质媒体竞争的压力，加上资金投入、人员投入等方面因素的限制，这类

报纸运作中出现了诸多的问题，经营现状不容乐观。 

    ⑴版面保守、格调偏低，窗口功能发挥受限。从所考察的部分省市的广播电视报来看，很

多省市广播电视报的版面设计比较传统，数年来版面风格变化不大。比如在标题字体和图片的

运用上，在内容主次的编排上等，都存在很多的欠缺。印刷质量、纸张质量和其他报纸相比，

也显得相对粗糙。 

    ⑵信息少、篇幅短，内容与都市报撞车。很多地方广播电视报的版面在24版到40版之间，

属于周报类，有些还出版副刊或特刊。然而单就广播电视报本身而言，一周的信息量还比不上

当地都市报一天的信息量。此外，新闻报道篇幅非常短，很少有长篇的深度报道。在内容上和

同期的都市报也是大同小异，出现内容撞车的现象。 

    ⑶广告刊登混乱，品位低，可信度低。从目前各地市广播电视报刊登的广告情况来看，大

量充斥的是医疗信息广告，特别是男女性病方面的医疗广告，以及大量的分类信息。这些广告

内容的大量充斥，使得整张报纸内容的品位格调显得比较低下，严重损坏了报纸自身的信誉。 

建议：进行媒体资源开发 

    1．把握和适应周报的特点和运作规律，增加深度报道的数量。国内广播电视报通常都是

以周报的形式出现，周报一定要有精品文章、亮点文章或者叫主打文章带动。没有这个东西，

周报就不可能卖得好。因此，周报化的运作，要强调它的主打文章的冲击力，保证每一期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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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特别亮点的东西。周报要求有一定的深度报道。观众在看完电视节目或听完关于某个事件

的电台报道之余，如果该事件很有吸引力，那么观众会倾向于渴望得到关于该事件的深度剖

析。虽然电视或者广播也会提供追踪报道，但却会因为时间和地点的原因影响收视或收听，而

报纸却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向读者提供事件的深度报道和追踪报道。 

    2．专业特性回归：强化与广播电视媒体的相关性。 

    广播电视报创办的初衷就是提供广播电视节目预告信息，以往“节目预告”是由广播电视

报“垄断”提供的，而现在很多媒体都刊登了节目预告的内容，使读者对电视报的依赖性降

低。很多地方的广播电视报一方面常感觉资料来源不足，一方面又在扩版，但扩张的版面大部

分与广播电视节目没有任何关联。这种扩版的结果是使广播电视报越来越像一份都市报，但却

没有都市报每日出版的优势。 

    实际上，中国的广播电视报都是由相应一级的电视台办的，由于这种与广播电视的联姻关

系，使得它具有其他报纸不可比拟的优势，它在内容的提供上有电视和广播媒体作为其坚实的

后盾。此外，先入为主的节目预告概念，以及顾名思义的报纸名称，都是一种无形的资源优

势。这些优势决定了广播电视报这一独特的纸质媒体是一个极具潜资的媒体。那么，如何来强

化这种优势，如何开发广播电视报的资源呢？一个主要途径就是要强化报纸内容和广播电视节

目内容的相关性，发挥各类媒体间的协同作战效应，避免涉足其他领域，浪费版面资源。各栏

目的编排都要紧扣广播电视节目内容，补充相关的信息，提供广播电视节目所不能提供的背景

信息，提供悬念性内容，吸引读者收看或收听某个节目使报纸和节目，使报纸媒体和广播电视

媒体相得益彰。 

    3．明确市场定位，界定广播电视报的读者群，界定竞争对手。 

    广播电视报市场定位的内容有两个：一个是受众定位，一个是竞争定位。首先是广播电视

报的受众定位，也就是读者群的界定。要仔细分析广播电视报的独特的销售点，使之区别于都

市报和其他娱乐性报纸。广播电视报独特的销售点（USP），就是受众希望广播电视报能提供

的，而其他报纸所无法提供的独特功能。 

    其次是竞争定位，即界定竞争对手。构成广播电视报第一类竞争对手是地方都市报。以北

京市场为例，地方都市报有京华时报、信报、晨报和北京晚报等。构成广播电视报第二类竞争

对手的主要是娱乐性的周刊，如北京市场上新近崛起的明星报等。由于它们在内容上的雷同，

所以这类刊物构成的威胁比较大。面对这类竞争对手的主要办法就是有效利用广播电视媒体的

背景优势，建立独特鲜明的广播电视辅助媒体形象，强调与广播电视媒体的互动互补，发挥协

同效应。界定竞争对手的目的在于寻找生存空间，实行差别化经营战略，强化广播电视报的市

场地位。 

 4．科学编排内容，合理设计版面，进一步提高报纸品位和格调。 

    广播电视报是中国特殊管理体制下的产物，国外一般没有中国这么多的广播电视报，只有

电视指南一类的周刊。由于广播电视报是电视、广播节目的窗口，它需要提供图文并茂的内

容，有时最好还能够提供多媒体的内容，所以广播电视报最好是以周刊的形式出版。以周刊的

形式出版，无论是在印刷上还是在多媒体光盘的搭载上，都具有很多报纸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而以报纸的形式出版，这些功能都会受到限制。此外，周刊的形式还便于保存和传阅，提高所

刊登广告的传阅率。一个成功的案例是凤凰周刊在内地市场的成功推广。 

    5．严肃广告刊播，提升广播电视报的信誉，吸引高端广告客户。 

    针对目前各地广播电视报虚假广告泛滥、广告品位较低的情况，采取措施，严格把关，保

证所刊播广告的可信性，提高广播电视报的信誉。同时提高广告作品制作的质量，避免粗制滥

 



造广告作品的刊载。实际上，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提高了广播电视报本身的知识品位，改善和

提高了广播电视报在读者心中的形象。 

    此外，在广告客户的选择上要有所取舍，逐步减少分类广告信息的分量。优质的广告主会

选择优质的媒体，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同样，优质的媒体也需要优质的广告主的支持，无

论是在资金上还是在形象的树立上。 

    6．适当延伸广播电视报的品牌内涵，整合相关媒体资源。 

    在确立了广播电视报独特的市场地位之后，就可以考虑适当的延伸其品牌内涵，整合相关

的媒体资源。通过与电视、广播、报纸、电影海报、网络和电话，甚至短信资源，建立全方位

的传播体系；通过报纸提供节目预告和相关背景资料，与广播电视节目实现高度衔接；使用网

络、电话和短信资源，加强与受众的沟通，并增加收入来源；借助多媒体技术，开发影视报刊

的衍生产品，增加利润来源等等。 

思考：建立统一的经营模式 

    目前全国各地的广播电视报分属不同电视台，作为电视台的附属报纸，是一种“诸侯制”

的管理模式。各级电视台对广播电视报在资金和人才方面的投入是相当有限的。另外，电视人

员办报也缺少专业优势。近年来，广播电视报也没能跟上报业改革的大潮，使得它成为游离于

广播电视媒体与一般报纸媒体之间的“异类”。 

    笔者认为，广播电视报不适合这种“诸侯制”的管理模式。比较理想的模式是在一个经营

主体下，或者在一个共享的信息平台上，有关中央台、卫视频道节目的内容实现共享，其他内

容由各地自行调配，“有统有分”。就好像吃自助餐，食物是现成的，喜欢吃什么、喜欢放什

么调料、放多少，都可以自己选择。内容资源的共享，避免了信息收集成本的浪费，同时提高

了资料的使用效率和信息收集的专业能力。此外，如果在一个统一的经营主体下，还可以发挥

规模经济效应，减少经营成本，协调全国各地广播电视报广告资源的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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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播电视报：一个亟待开发的报纸媒体 会员评论[共 1 篇] ╠

文章发现了中国广播电视报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但是，不足在于解决办法犹

如蜻蜓点水，并不深入。 [huahuanews于2004-4-2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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