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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报广告经营危机与应对策略 

 
近两年来，随着国家系列宏观政策的出台和对医疗、房地产等行业整顿力度的加大，手机、网络等新型媒体

的出现，使国内报纸的广告收入增长减缓，尤其是长期以来广告收入占营业总额比率达六七成以上的地市级报业

进入微利时代，站在了抉择转轨的“十字路口”。而地市级报纸广告业应对危机、改变现状、走出困境、实现更

好更快发展的根本出路只有创新。 
 

 

现  状 

 

地市级报纸广告已受到新型媒体广告的挑战；在本区域内，不仅存在同城媒体的相互“分餐争食”，更受到

来自省级以上强势媒体“居高临下、抢分蛋糕”的严重威胁。地市级报纸广告增长放缓的内部原因有： 
1. 报纸内容吸附力问题。地市级报纸多年来仍存在可读、有用的信息不多的情况，造成读者不爱看，广告商

也不愿意做广告。 
2. 报纸分众营销率低，有效发行面小。由于报纸内容生产和发行营销、广告提供缺乏整体策划、协调配合的

问题，报纸缺少读者导向下的产品整合，尤其专版内容对特定人群的吸引力、专供力弱，自然对广告商的吸附力

也有限。 
3. 广告部门经营管理与专业策划人才缺乏，经营机制不活，竞争力较差。广告经营需要的是能够运用现代企

业制度、适应市场竞争的精英。而目前大多数地市报的广告公司或部门却一直沿袭着行政机关或国有企业较落后

的管理体制、经营机制。有的在经营服务中仍表现出“坐商”“行商”模式，尚未具备分析市场、定位策划、造

势引导 “全面服务提供商”的能力；有的广告价格管理不规范，熟人广告、上级打招呼广告可砍下一半甚至以上

的价钱，给全价登载的广告客户带来价格不公、竞争不平等的印象。  
地市级报纸广告增长放缓的外部原因有：国外广告公司进入并开始对一些分散、弱小的本土广告公司展开收

购；国内大媒体的强势辐射，特别是省级晚报、都市报与地市级报之间的竞争；网络等新媒体以其信息海量和时

效性、互动性强等特点对地市级报纸形成的“以快治慢、以动治静”的巨大冲击；广告商买方市场的形成。   
 

 

地市报广告经营的对策 

 

面对困难，地市级报纸拥有的本土化、公信力、权威性、指导性、思想性、真实性、可存性、共读性的优

势，仍拥有很大发展机遇和空间。要抓住机遇、拓展空间，只有坚定不移地走创新发展之路。 
1. 创新办报理念，靠报纸的科学定位为广告经营提供有力支撑。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地市报的功能定

位，把报纸作为巩固党的舆论阵地的有力工具、作为参与市场竞争的信息产品来强化、经营，把指导工作和指导

生活结合起来，使报纸办得具有强大公信力、吸引力、影响力，为广告经营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 创新发行模式，靠扩大报纸有效发行为广告经营提供发展空间。报纸发行量是广告商投放广告前的最重要

考量，尤其是分众目标发行量更为广告商所关注。报纸发行要结合广告所涉及的目标消费群进行专业分析，达到

分众营销。这需要编辑部、广告部门与发行部门共同策划、携手联动，需要把顾客意识植入采编、发行和广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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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环节中，以最大限度提高报纸广告的有效到达率。 
3. 创新广告经营模式，靠多元化经营增强报业经济抗风险能力。 
一是要提高广告策划能力，以策划带动广告版面的销售。报纸广告策划就是以主要广告客户为对象，结合特

定时期的热点、焦点，推出有创意、有吸引力的主题，对广告版面进行推销，并为广告客户带来出乎意料的效

绩。2003年，《唐山劳动日报》策划了进口国产汽车展览会，一次就挣得40万元广告收入。 
二是推行广告代理制和版面竞拍制。将媒介的广告经营实行承揽和发布职能的分离，即规定媒介专司广告发

布，而将承揽职能归由广告公司代理。为真正找到有实力的广告代理商，报社广告公司还可实行报纸广告版面、

版位竞拍，以此来实现广告版面、版位的增值。 
三是保持广告结构的平衡，防止过于倚重某一类型的广告，尤其要研究如何开发零售广告市场。 
四是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增强报业经济抗风险能力。可按照数字化时代新的媒介产业发展路线去打造新的运

作体制、运作架构、盈利模式，实现跨媒体、多元化经营和超常规的发展。 
五是壮大广告经营人才队伍，为报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证。一方面可公开向社会招聘广告精英人

才，另一方面还可把编辑部的行业专家型记者充实到广告部门。（作者是唐山劳动日报社副社长、副总编）  
 
 
 
（纸媒文本见《中国记者》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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