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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传媒市场分析阶段  

  在分析阶段，传媒组织者可以采用因素分析法分析有关资料，用集群分析法分出一些差异

最大的细分市场。具体应该解决以下问题：  

  （1）选定传媒市场范围，即确定传媒进入哪些群体，推出什么样的传媒产品。  

  （2）确定传媒市场细分标准（变数）。传媒实体应根据市场类型、传媒产品特点和传媒自

身优势选定衡量细分传媒市场的细分变数。  

  （3）找出可能的细分市场。用集群分析法找出一些差异最大的细分市场，可以用多维资料

来描述各对象，然后以所选的集群技术处理这些资料，最终把受众分成若干小组的分析方

法。  

  3．传媒市场细分阶段  

  （1）根据上述各组细分传媒市场的个性化因素赋予他们相应的名称，以便从名称上联想各

细分市场的受众的特征。传媒楼市广告市场的受众根据其特征分为：摇摆者（年轻未婚、感情

好动）、久经世故者（比摇摆者成熟，收入、文化较高，偏重追求舒适、个性化的生活）、成

家立业者（家庭初建，孩子幼小，收入不足以购房）、以工作为中心者（一般为单身汉，希望

住宅距离单位比较近）、以城市为中心者（希望住在繁华城区，不愿住在郊外）。  

  （2）进一步分析每个传媒细分市场的不同需求与购买行为的特点及其原因，把握不同细分

市场之间的微小差别，并从中不断发现新的细分市场的可能性。  

  （3）注意影响受众购买传媒产品因素的变化，以及时调整传媒的细分活动适应这种变

化。  

  传媒市场细分程序举例：  

  《深圳特区报》  

  2001年末《深圳特区报》决定改版。该报编委认为，具有专业水准的读者调查是论证和实

施改版方案的依据。读者调查显示：读者最关心的是深圳本地发生的事情（38．1％）。以下

依次是：不论哪里的事都关心（31．3％）、世界大事（17．4％）、国内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

（8．1％）、港澳台发生的事情（3．1％），家乡发生的事情（2％）。这个调查结论再次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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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了新闻传播学的接近性原理，也为《深圳特区报》论证和实施2002年的改版方案提供了参

考。该报由此确立了丰富新闻内容———增加新闻版。开辟财经版块———每周出12块经济新

闻版，最大限度地服务经济领域读者。整合品牌版面———调查显示，读者对报纸的通俗化要

求强烈。本科以上文化层次的读者也对社会新闻、法制新闻、娱乐新闻表现出强烈兴趣，相关

版面的阅读率和评价高居榜首。于是，该报适时增加了娱乐版，全方位扫描文化娱乐界的最新

动态。恢复经典版———文学版“罗湖桥”是一个与《深圳特区报》同龄的经典版面，曾为提

高《深圳特区报》的文化品位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随着文学热的降温，在

上一次改版时被撤掉。读者对此反应强烈。该报决定，恢复这一经典版面，对于稳定读者队

伍，树立报纸品牌，继承传统优势，具有积极作用。  

  《深圳特区报》此次改版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和充分的调研，充分考虑了社会各界读者的意

见，保留和强化了该报原有的优势和传统，也应读者要求增加和补充了许多全新的内容，体现

了报纸的读者意识、服务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  

  五、结论  

  传媒市场细分，有利于传媒组织者发现最优的传媒市场机会，从而能够制定有效的传媒营

销策略与竞争策略，发挥优势扬长避短、不断拓展新的市场，实现传媒的可持续发展。  

  新闻传媒，应选择最佳和稳定的传媒细分市场作为主要服务对象。同时，注意评价每个细

分市场的潜在利润和社会效益，这个指标是最终明确传媒市场目标和传媒市场定位的最为重要

因素。传媒组织可以为几个细分市场分别制定不同的营销方案，或只服务于一个或少数几个传

媒细分市场，并考虑细分市场之间的关系以及潜在的传媒细分市场进入计划。■  

  主要参考文献：  

  1．《媒体运作实务全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2．《中国记者》2002第二期王海征“调整的过程就是精确定位的过程”，《深圳特区报》

研究室“整合版面发展优势品牌”。  

  3．《中国记者》2002第一期刘宗明“《北京日报》的发展跑道”。  

  4．《文化月刊》2001第五期雷奔“凤凰长乐五周年”。  

  5．《媒介市场———一个传播学者的实证研究》喻国明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一

版。  

  6．《媒介产业化研究》黄升民丁俊杰主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  

  7．《市场营销管理》［美］菲利普·科特勒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  

  8．《市场学》陆娟等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9．《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四期阮虹“大众传媒企业化运作中的舆论导向问

题”。  

  10．《江淮论坛》1999年第六期金晓瑜“新闻产业的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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