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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都市类报纸周末零售市场划分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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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双休日）的读者市场——对于自办发行、参与市场竞争的都市类日报来说，目前有两种刚好相反的观点。一种认

为周末是报纸读者市场的低落时间；另一种则认为双休日应该是扩大篇幅、增加传播量的绝好时间。而对于报纸自身和

广告客户来说，普遍认可的是第一种观点。在成都、北京等报业发达的城市，反映出来的现状就是报纸和广告客户形成

一种交互反应：报纸在双休日压缩版面数量、降低广告价位，而广告客户也不看重这一时间段的广告分量。  

那么，对于报纸的周末传播市场，现实究竟是怎么样的？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做四川省社科院新闻传播研究所的“报摊一周零售调查”的课题中，有一个不同于以上两种观点

的发现，并结合报纸的内容分析对周末的卖点作了研究。同时，对这一问题笔者以随机访谈的方式在北京、青岛两地各

访问了一些报摊主，以此进行印证。在成都所调查的是七份都市类综合性日报，他们是《华西都市报》、《成都商

报》、《天府早报》、《四川青年报》、《成都晚报》、《蜀报》、《商务早报》（后两份报纸已停刊），调查时间是

2001年4月14——20日，按抽样原则共抽样了80家报摊，收回有效问卷64份，调查总体框为成都市区的所有报摊。在青岛

和北京的访谈时间分别是2001年6月21——23日和7月1——3日。  

一、对于参与市场竞争的都市类日报来说，周末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  

不管认为周末（双休日）的读者市场是大还是小，上面提到的两种观点都是把周末的两天作为了一个统一的概念来看

待。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周末的星期六和星期天这两天代表着报业零售市场的两个极端：最高值与最低值。所调查的七

份报纸在星期六的市场份额占了调查总数的15.5%，比星期天高出了近二点八个百分点，比其它几天的众数14.2%高出了

一点三个百分点。即一周中报纸销量最高的一天是星期六，销量最低的一天是星期天。（如图一）所以，周末不应该是

一个统一的概念，星期六应该是扩大传播量的大好时机，星期日则是报纸传播量最弱的时间。  

  

同样在北京的报摊主访谈表明，除了在周一《北京青年报》因为送电视报而好卖外，几家都市类报纸在周六都属于最好

卖的时间，在星期天是最不好卖的时间。在青岛的访谈也如此。  

周六的报纸一方面普遍版数减少，另一方面许多读者在上班途中顺便买报这一普遍认为的主要途径又不存在，按理应该

影响报纸的销量，但现实情况却是相反的；而周日却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对于这一周末读者市场的异化现象，我们认

为它有两个层面的原因。  

首先，周末读者有了更充裕的时间，这就为读报提供了一个时间基础。这里出现了问题：周日也有充裕的时间，为什么

反而是报纸传播力的低端？  

其次，根据对部分读者的访谈发现，人们对周六周日有不同的心理感受。因为周六是双休日的第一天，一般情况下，这

是人们心理状态在一周中最为放松的一天，也就是感觉到最为消闲的一天。许多在平时因为上班而处于第二位的消闲活

动便成为这一天的首选，读报无疑是目前城市人群中最为大众化的消闲方式之一。而周日则不同，人们的心理与周六的

那种放松状态已有区别，而变得是一种松散态，一方面即要为周一工作的即将开始作心理准备，另一方面就是许多家庭

把双休日的活动安排在假期的后半段，要作许多具体的实际事情。这时的读报需求就属于靠后的选择，既不象周六那样

强烈，也不象平时那样属于一种有序选择。读者在周六周日的这种心理差异直接影响着他们的购报行为，所以，在有同

样的时间前提下，出现了两个相反的现象——周六有很大的传播空间，而周日则相反。  

二、有时代特点的实用内容和接近性强的消闲内容具有家庭的共享性，是星期六的最大两个卖点  

星期六有很大的读者市场空间，那么，它的卖点在哪里呢？  

要寻找周六的卖点，有两个步骤：首先是对比调查的七份报纸，看哪些报纸在周六的销量比它的其他时间特别明显地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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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其次，在找出周六销量特别突出的报纸后，对其进行内容分析，就可发现它能迎合读者需求的卖点。  

对这一问题，选择了在星期六销量最突出的《成都商报》和《商务早报》作为研究的样本。（参看图二、图三）而其它

五份报纸在周六的销量与上班时间的几天比，高出的比例则不是很明显。由此，可以对《成都商报》和《商务早报》的

周六报纸进行内容分析。  

  

样本一：《成都商报》在星期六共有十六个版，同周日一起是一周中版面数最少的时间段。与其它几家报纸周六的内容

相比，国际国内新闻、本地社会新闻、体育、特稿等在版面数量和内容上都没有明显的区别。只有周六才出的“证券周

刊”是它这一天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这一版块占了四个版面，除了通常的股市报道外，重要的是还有具有自己特点的

许多股评、走势分析等独家内容。很显然，证券报道是周六的一个 “卖点”。  

对于这一点，还可从两次调查中得到印证。我们在2000年11月进行的读者调查中发现，证券内容越是在新读者中的评价

指数越高。在2001年4月进行的成都市报摊主调查发中现，报摊主在对影响都市类日报销售的十八个内容点的评价上，证

券内容居于第二位，仅次于足球报道。另外，在北京对报摊主的访谈中发现，《北京晨报》在周六好卖，而它这天的体

彩内容是一个大卖点。  

所以，随着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与人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相关的实用内容将会越来越成为人们周六的一道 “大餐”。

目前，这类内容可以说是普通大众与经济时代最直接相关的一条纽带，是他们最能体味到的经济时代的特征。其次，还

有重要的一点，这些内容适合整个家庭的阅读，是许多家庭周末的共同话题与关注点，这很好的迎合了周六报纸的主要

阅读场所在家庭的特点。  

样本二：《商务早报》在周六内容上的最大特点是它的 “成都周末”。这一版块占了多达四个版面，其实就是一个副

刊。但它的这个副刊与别的副刊不同点在于它的接近性。这表现在两点上：地理的接近和文化的接近。题材都是关于成

都或者四川的，语言是完全的川味，插科打诨之间很好的迎合了川人的消闲口位与它的茶馆文化特点。其次，象证券类

内容一样，这类内容适合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阅读，与家庭的氛围相和谐，能够供家庭成员共享。所以，这种与自己的

地域和文化相接近的消闲内容是周六的另一个大“卖点”。  

三、 调查结论对周末报纸市场运作的启迪  

目前报界和广告界把周末（双休日）的两天作为一个统一的概念来看待，直接的后果就是对报纸的周末传播市场产生了

认识与运作的误区，其主要的问题是对周六传播价值的忽视，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资源浪费。把这一应该扩大传播的黄金

时间错误的判断为应该压缩传播的时间。所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不仅对报界，而且对于广告界来说，都有很大的实

际意义。  

其次，虽然星期六是都市类日报传播容量最大的一天，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张都市类日报都能在这一天求得它的销量的

最大化。只有那些报道的内容点迎合了读者需求的报纸，才能分得更多的“蛋糕”。这种读者需求是在“星期六心理”

状态下的一种需求。而那些没有掌握读者的这种心理特点的报纸，自然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也就只能在这个一周中最

大的“蛋糕”上分得很小的一点。  

附：成都调查的基本情况  

一、调查方法  

1、调查报纸：《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商务早报》、《天府早报》、《蜀报》、《四川青年报》、《成都晚

报》等七份综合性的都市类日报。  

2、调查方式：统一问卷，连续一周由报摊主每天填写每份报纸的具体零售数，由访员每天具体监督与付费。  

3、抽样方法：  

（1）抽样总体为成都市区二环路内的所有报摊。  

（2）抽样原则按片区抽样。首先，以蜀都大道为东西轴，人民路为南北轴，以二环路为外圆，把成都市区划分为四片扇

形区域。依位置命名为：东北区、西北区、西南区、东南区。  

其次，根据试访情况，把每个片区分为四类：主干道、街道、小街道或巷、大学或大的居民小区点。再对每个片区的这

四类情况分别进行随机抽样。共收回有效问卷64份。样本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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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质量控制与数据处理  

1、 本次调查的执行时间是2001年4月14——20日，在此期间无特别重大的事件发生，能反映报纸的正常零售水平。  

2、 报摊的抽样和问卷的设计都经过多次试访。按设计发放问卷81份。最后收回有效问卷64份；基本能反映成都的报摊

分布状况；  

3、 共有十三名访问人员，其中有九人为在读大学生，四人为研究生。都经过两次以上的培训和试访问，并达到要求；  

4、 对20%的已执行的问卷进行了复查，复查结果表明均符合调查程序与质量要求；  

5、全部数据均采用国际通行的社会科学统计软件（spss/pc+）统计处理。  

此文发表于《中国记者》2001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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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主干道 街 道 小街道或巷  点  
片区样本合

计 

东北区 

一环路： 

成都饭店→ 

三槐树路  

玉沙路 

成华巷花圃路 

（省林业厅附近） 
电子科大 

13份 

4份 4份 3份 2份 

西北区

人民北路 
西大街 

花牌坊 
北巷子、西安北路二巷 抚琴小区 

17份 

4份 6份 4份 2份 

西南区

一环路：  

中医学院→ 

体育学院 

玉林西路、 

玉林东路、 

玉林中路 

华西医大省教育学院 

院后的小巷 
双楠小区 

18份 

6份 4份 5份 3份 

东南区

人民南路  
上东大街、 

东大街 
川音附近小巷 四川大学 

16份 

5份 5份 3份 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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