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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结构的不合理及自身的不足制约了重庆报业的发展，重庆经济的增长和
宏观政策的利好使重庆报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重庆报业应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建立退出机制，整合资

源，调整结构，逐步形成重庆报业“轴心”，全方位开发报业经济增长点，充分发挥内容生产的优势，形成报业

生产消费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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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辖以来，随着重庆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全
市报业取得巨大成就，但与世界一流报业及东部发

达省市报业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即使在西部十

二省市区中，重庆报业也没有明显的优势。新形势

下，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深化、重庆市经济的高速

发展、国家对重庆的重新定位等因素为重庆报业的

崛起提供了良好机遇，而重庆报业自身的不足、新

兴媒体强烈冲击也对报业发展提出了挑战。在机

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重庆报业如何做大做强，是

每一个报人应该关注和考虑的问题。

一、重庆报业概况

目前，重庆市共有面向社会公开发行的报纸２６
种，占全国报纸总量（全国有１９３７种）的１．３４％，列
全国第２７位，西部第９位。报纸类型相对稳定，晚
报都市类和生活服务类报比例较高，均为８种，各占
总量的３０．８％；党报（包括区县党报）及机关报 ３
种，占总量的 １１．５％；科普类报 ２种，占总量的
７．７％；法制类、少儿类、医药类、信息类报以及企业

报各１种，各占总量的３．８％。重庆市２６家报纸全
部用汉文出版。其中２２种报纸集中在重庆主城区，
占比高达８４．６％；３家中心城市报、１份少数民族自
治县党报分布在主城区外（涪陵区、万州区、黔江

区、酉阳县）。

重庆直辖以来，报业在各种逆境中，特别是在

抗击金融危机中艰难前行，各项指标有了较大提

升：截至２００９年底，重庆报纸平均期印量、年总印张
数分别较１９９７年增长５６．３％、４４５％；报业总资产、
报纸广告总收入、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分别较

１９９７年增长８５０％、４５０．５％、３５５％、６１％。但受各
种因素的制约，重庆报业在全国总盘子中还相对较

弱，排名依旧靠后。

从２００９年全国十二省市报业情况（表１）可以
看出，相比东部沿海各省市及中部部分省市，重庆

报业在平均期印量、总印数或总印张数、总收入和

广告收入上均有较大的差距，即使在西部各省市

中，也不具有领先优势。

表１　２００９年全国十二省省市报业情况一览表

地区
报纸数量

／种
平均期印量

／万份
总印数

／亿份
总印张数

／亿印张
定价总金额

／亿元
总收入

／亿元
广告总收入

／亿元

重庆 ２６ ３３７．７０ ６．９９ ３５．１０ ３．７４ １５．１５ １１．８６

四川 ９７ ５７３．５０ １５．２８ ７８．８７ ５．９７ ３１．３３ ２３．４５

陕西 ４４ ２４４．８２ ５．９８ ３８．３９ ５．０４ １３．９２ １０．１２

云南 ４３ ２３５．９６ ６．４４ ２９．７８ ２．５６ １３．２０ ７．２８

北京 ３５ ３５１．５２ ７．７７ ４２．８９ ６．９３ ４２．８ ３５．５１

天津 ２８ ３５９．６２ ９．５７ ５７．１３ ９．２ １３．０２ １２．７１

上海 ７２ ７１５．５４ １６．２７ ７７．９０ １５．６６ ２４．９８ １７．２８

江苏 ８０ １１１７．８１ ２６．０６ １１３．１３ ２０．４４ ４２．６６ ２５．８５

湖南 ５０ ５３１．２８ １２．６３ ４４．９７ １１．２１ １４．４１ ９．６０

湖北 ７４ ６８３．５３ １７．０７ ７９．１０ １４．３８ ２８．５４ １５．２６

广东 １００ １９０９．３３ ４５．５８ ４２４．６２ ５３．２８ ９３．５０ ４８．４１

浙江 ７０ １１０６．４５ ３１．４０ １３５．９０ １８．１９ ３６．４０ ２０．０１

　　二、重庆报业当前存在的问题

１．报业结构布局不合理的态势形成已
久，客观上造成了长期的资源浪费

直辖以来，重庆报业数量在调整和整顿中略有

起伏，但总数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即使在西部也

仅略高于青、藏、琼、宁等省、自治区。数量偏小，与

重庆人口、经济总量极不匹配。重庆没有地、市一

级，因此也没有地市报，全市报纸主要分布于主城

区，仅有 ４种报纸分布在 ４个区（县），占总数的
１５．４％，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地方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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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１２种，地市报及县报８８７种，占总量的５１．８％），４
张区县报发行总量不足１０万份。整个三峡地区仅
有一份《三峡都市报》，而渝西则根本没有公开发行

的报纸，地域布局不平衡。主城区的２２家报纸中，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占有１１份，销量占到整个主城区
销量的７０％以上，形成了典型的“一家独大”之势。
而且，在主城有影响的都市报中，重庆日报报业集

团占有三家（《重庆晚报》、《重庆晨报》、《重庆商

报》）。晚报都市类报和生活服务类报在重庆报业

中比例偏高，各占重庆报纸总数３０．８％，二者之和
超过总数一半。近年来，晚报都市类报纸定位日益

趋同，主城区主要的４家都市报基本都是综合类报
纸。４张同类型的报纸局限在同城发展，且其中 ３
家为同一集团，客观上造成了报纸资源的浪费。一

方面是部分区域（或行业）对公开报纸刊号的渴求，

另一方面是过多的都市报和生活服务类报纸在主

城区苦苦纠缠。可见重庆报业结构分布的不合理

已成为重庆报业现状的最显著特征。

２．晚报都市类报纸同质化现象严重，同
城竞争从未歇息

与全国其他各省市中心城市均已出现“寡头

型”都市报的境况不同，重庆至今未出现都市报竞

争中的“马太效应”。《重庆晚报》、《重庆晨报》、

《重庆商报》、《重庆时报》四家都市报在《重庆经济

报》、《重庆青年报》相继退出竞争后，逐步形成了势

均力敌之势。四家都市报定位相同、内容同质、读

者范围相仿、市场资源一致，竞争实力相当。《重庆

晚报》、《重庆晨报》、《重庆商报》作为重庆日报报业

集团的三张子报整体与华商报系投资的《重庆时

报》之间的竞争自《重庆商报》并入重庆日报报业集

团之时就已展开。表面上，这种竞争是本市报业联

手与外资报业间的博弈，而实际上，由于体制原因，

《重庆晚报》、《重庆晨报》、《重庆商报》三报间对读

者及广告资源的争夺虽然没有与《重庆时报》竞争

那样明显，但彼此间的竞争也客观存在。此外，《渝

州服务导报》、《旅游新报》、《新女报》等生活服务类

周报之间也同样存在着竞争，从内容到开本到外

观，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竞争主体多，同质化

现象严重，势必形成低水平的竞争市场。“内容的

竞争不以质取胜，有偿新闻、虚假新闻和格调不高

新闻程度不同地存在于报纸版面；发行的竞争无

序，低价倾销、有奖征订、捆绑搭售、抽奖促销、垄断

市场、恶意收购、变相摊派等不良发行手段层出不

穷，而且花样翻新；广告竞争无序，报纸无节制扩

版，广告版越来越多，表面上欣欣向荣，实际版面价

格大大缩水，广告刊例价下降、广告折扣率下降、回

收资金率下降；此外，报纸虚报发行量、夸大自我宣

传、打击竞争对手等方式也屡有出现。”（《重庆新闻

出版业发展报告（２００７—２００８）》第５７页）恶性竞争
最终让重庆主城都市报进入“囚徒困境”。“大家都

从自我利益出发，压低价格，加大成本，将对方置于

死地，其结果是两败俱伤，个体都市报决策的理性

化导致整体决策的非理性化。”（谭军波，２００５）

３．亟待理顺的体制机制阻碍了整个报业
的发展

目前，重庆报业依旧是“事业单位”与“企业化

运作”的双轨体制为主，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两种

资源配置方式客观上存在着矛盾，公益性报纸投入

机制难以建立，经营性报纸难以发展，经营与公益

混同，导致报业市场主体地位难以真正确立。非市

场因素的干预使报业市场淘汰或退出机制难以成

行。即使某张报纸难以为继，但为了某些需要也得

勉力而为。近年来，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在体制机制

改革中尽管做了大量的努力，但体制结构、运行机

制、管理理念依旧保留着传统事业单位模式，与现

代企业化管理相去甚远，存在着先天性的不足。日

报集团中部分报纸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重庆晨

报》和《重庆晚报》的尴尬身份也不同程度地阻碍了

自身的发展：两份报纸没有独立的身份，没有法人

地位，都是以集团编辑部的形态来办报纸。“正是

这种法人身份的缺失，导致都市报目前越来越缺乏

一种发展的责任动力。”（查国伟，２００５）无法作为市
场主体参与竞争的都市报，其内容资源、品牌资源

和人才资源等优势就无法充分发挥，此其一。其

二，报业发展政策不够完善，在市场准入、投融资渠

道等方面难以适应发展需要，相关配套政策措施也

没有及时出台，利益冲突明显，身份纠缠不清。报

纸在改革中的税收政策、产权结构、对外融资、对外

合作等，都亟须政策予以引导和规范。电脑报社

２００５年以来就作为全国转企改制的试点单位率先
进入转企改制的范畴，但至今受产权结构的困扰，

无法顺利融资上市。其三，运行机制不活。采编和

经营分开的步伐相对缓慢或未真正实施，经营性资

产剥离受到限制。部分报社的经营服务部分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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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离出来转制成为了企业，但很少有建立起责权统

一、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况

且，一些号称采编和经营分开的报社，其实只是一

种简单的表面划分而已，之间还存在千丝万缕的联

系，有的 “独立”了的经营甚至完全依赖于采编，没

有形成完全独立的经营运行机制。

４．报业市场开发有限，经济增长方式
单一

重庆报业的主要收入来源依赖广告和发行，非

主业收入不足１０％。许多报纸尚未开展多种经营，
即使开展多种经营的报纸，或因对相关行业不熟悉

而尚未收益，或因仍处低端市场竞争而收益不多。

如全市各报社竞相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但大部分网

站没有找到盈利的模式，反而成为烧钱的机器。即

使是在广告上，市场的开发度也远远不够。２００９
年，重庆报业广告收入为１１．８亿元，占重庆国民生
产总值０．１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报业广告
收入为９１１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０．２７％），更远远
低于国际通行估算的１％ ～１．５％的比例。全市报
业广告总量甚至仅相当于《成都商报》一年的广告

量。激烈的同质化竞争让双方都不敢轻易做出调

整，于是大家都愿意挤在狭小的空间内纠缠。“几

家都市报不是在把重庆报业的蛋糕做大，而是把蛋

糕做小，还在小蛋糕里抢来抢去。”（周志懿 等，

２００９）竞争同时让重庆广告含金量大打折扣，仅相
当于云贵川三个省会城市平均价格的４７％ ～４８％，
甚至有人说，重庆是全国报业市场环境最差的城

市。非主营业务在周报中较有起色，如《新女报》构

建“美丽产业”、与美容机构合作和《电脑报》进入图

书出版业等，但终因体量小，在重庆整个报业中所

占比重不大，无法改变重庆报业经济增长方式单一

的事实。

５．品牌扩张意识不强，报业品牌少
重庆报业尚缺乏经营品牌的创新理念和拓展

品牌影响力的有效措施。特别作为重庆报业主力

军的最具活力的都市类报纸，还从未有一家报纸登

上由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历届《中国５００最具价
值品牌》排行榜。在最近发布２０１０年的《中国５００
最具价值品牌》中，全国有 ３１个报业品牌榜上有
名，其中超过一半以上的报纸与重庆都市报一样属

于地域性都市报，而且连续６年荣登该榜的《电脑
报》，也在２０１０年被排在了５００名以外。近年来，各

都市报及各周报多次参加全国各种品牌评选活动，

甚至还邀请主办方来渝举办相关活动，所获各种品

牌奖项也较多，每年每家都市报和主要周报均能得

到几项品牌奖。但这些所谓的品牌奖意义不大，甚

至有些奖项只要交钱就可以轻松得到。这种品牌

的打造不是真正的品牌扩张，重庆真正意义上的报

业品牌尚未形成。

三、重庆报业未来几年面临的客观环境

１．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
是重庆报业前进的最大背景

重庆报业的发展之路尽管荆棘丛生，但宏观政

策和重庆经济社会的发展依然让重庆报业前途光

明。一是宏观政策为重庆报业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直辖十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为重庆重新定位，

作出了“３１４”总体部署；接着，重庆被批准成为统筹
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２００９年，国务院又专门
出台３号文件，为重庆设计了一整套政策以加快重
庆的发展，其后，中国第一个内陆型保税港落户重

庆；２０１０年，重庆市与新闻出版总署签订了署市合
作协议，同年，重庆两江新区挂牌成立。系列有利

的政策注定为重庆带来巨大的商机，这不仅让重庆

成为新闻的富矿，给报业提供了大展身手的机会，

而且为报业的多种经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二是

近年来重庆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为报业发展打下

了基础。按国际通行估算比例，广告营业额约占

ＧＤＰ的１％ ～１．５％，重庆高速增长的 ＧＤＰ预示广
告营业额的不断攀升，报刊广告的数额也将相应有

更大的空间，而重庆目前报刊的广告额还远不饱

和。２００９年以来，重庆在城市环境改造中拆除了所
有的户外广告，平面广告的投放必定向报刊聚集，

这也为报业送来了直接利益。三是随着重庆市人

均收入的增长和城市新移民的增多，群众对新闻信

息产品和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强。未来五

年，重庆将处于人均 ＧＤＰ从４０００美元到８０００美
元的急速增长期，这段时期正是国际公认的新闻出

版业的“黄金发展期”，重庆将拥有不可估量的文化

内需市场。重庆“十二五”规划指出，重庆未来五年

将建成面积达１０００平方公里、人口１０００万以上的
主城，新增人口５００万以上。这些新增的城市移民，
将都是重庆报业的潜在读者群。此外，市委、市政

府把加快全市文化发展提到新的高度，相继出台了

包括报刊业在内的全市文化发展的战略规划，市委

３９

吴绍阶，李炳仁，聂昌红，向传书：重庆市报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三次、五次全委会更为重庆报业的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

２．全国报业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将是重庆报业市场的最大“鲶鱼”

近年来，文化体制改革在中央的强力推动下已

全面提速。作为文化产业领域最具意识形态特性

的报业，也进入了改革的攻坚阶段。２００９年，新闻
出版总署明确提出了经营性报刊转企改制“三年三

步走”的战略部署。根据中央及新闻出版总署的报

刊改革时间表和任务图，重庆报业体制改革也进入

了关键时期。面对重庆目前相对凝固的报业市场，

转企改制无疑是在装满毫无生气的沙丁鱼的鱼槽

中放入的一尾巨大的鲶鱼，其产生的“鲶鱼效应”将

使每一家报社产生出无穷的动力。报社的转企改

制将为报业带来全新的经营方式和理念，全面进入

市场的出版单位如何在竞争中做大做强，这对一直

以事业单位作为报社定位的出版单位带来了机遇

与挑战。

３．来自新媒体的持续冲击将是重庆报业
发展的最大障碍

未来几年，报纸依旧会是读者获取新闻资源的

主要媒体。但来自新媒体的持续冲击客观上使读

者阅读习惯在缓慢改变。当新媒体的主流群体，也

就是目前４０岁以下的人群快速成长为影响社会的
主体人群时，传统媒体的优势必然发生转向。这是

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潮流，也是传统报

刊面临的真正威胁。以重庆报业目前的单一经营

模式，随着主流消费人群的移位，报纸的读者会逐

年减少，大量广告的投放将毫无争议地转向，这无

疑是报业最大的灾难。

４．全媒体的发展模式是重庆报业发展的
最大路标

目前，全媒体时代已到来。报业在新媒体时代

需要加强资源整合，拓展与新媒体的合作，报纸数

字化是不可抗拒的潮流。一切新媒体都可能成为

报刊内容的转载工具。一家媒体的市场资源有限，

但单一媒体如果将社会重要的传媒服务资源整合

起来，就能拓展整个媒体的服务业态。面对多元传

播格局对报业的挑战，重庆报业也必将加强与新媒

体的单边或多边合作，依托自身内容生产的优势开

展业内媒体间的合作共赢。此外，新媒体出现、广

告分流造成报业的经济基础越来越薄弱。这就要

求重庆报业必须以集团化的形式，实现发展模式的

改变，优化增长方式，改变盈利模式。重庆日报报

业集团在打造全媒体态势上已做出了有益探索，未

来几年将成为发展的方向。

四、发展重庆报业的对策措施

１．全面推进报业体制改革，建立切实可
行的市场退出机制

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报刊转企改制“三年三步

走”的战略部署和报刊退出机制的建立是全国报业

发展的总方向，也是为重庆报业注入的强心针。

“改变重庆报业现状的根本方法还在于鼓励通过股

权重组等市场化的方式，以资本为纽带，调整报业

结构，形成合理布局，多在深化报业经营、扩大读者

群体、培育市场上下工夫。”（周志懿，２００９）重庆报
业要在正确区分公益性和经营性报纸的基础上全

力推进经营性报社转企。同时引入科学评价体系，

建立和完善“报社考核评价体系”，明确和完善发展

政策，逐步形成优胜劣汰、扶优扶强的机制。通过

市场退出机制进行报业的结构调整。对改革缓慢、

不能有效参与竞争、质量不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不明显的报纸予以淘汰，对积极改革、拓展市场

得力、打造精品有效、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双丰收的报纸要在政策上给予支持，为其繁荣和发

展注入活力，支持其做大做强。

２．整合现有资源，改善报业结构，逐步形
成重庆报业“轴心”

借助报刊体制机制改革和市场退出机制的催

化作用，逐步在重庆报业形成“马太效应”是解决重

庆报业结构不合理现状的最现实手段。在近期无法

获得新的资源情况下，只有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

的手”让不同的市场主体展开充分的健康的竞争，

使优秀的报纸在竞争中创建自己的品牌，形成自己

的竞争优势，成为重庆报业的“轴心”，使部分多余

的不适应市场竞争的报纸退出市场，从而形成重庆

报业市场的“帕累托最优”。然后通过行政手段进

行资源整合，改变“小舢板”的格局，组建报业“航

母”，最终达到报业结构的合理化。重庆市新闻出

版局已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报刊出版精

品战略：启动十大经营性报刊工程和重庆学术期刊

品牌建设工程。通过资源整合、精品打造等方式逐

步形成都市报的“轴心”、服务类周报的“轴心”、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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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报刊的“轴心”是重庆未来报业较为理想的结果，

也是切实可行的路径。

３．改进单一的经营方式，全方位开发报
业经济增长点

“在重庆报业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将以纸

介质为主要载体的形势下，报社应该坚决打破过分

依赖报纸版面创收的单一盈利模式，报社应该把自

己定位成服务读者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可以在读

者之间打造共同的利益链条，只要打造了这样的链

条，报社就能真正实现从经营报纸到经营读者。”

（周志懿，２００９）在“数字出版”战略背景下，新兴媒
体不断冲击，读者群体逐渐改变，不管以纸介质为

主要载体的时间能持续多长，单一的版面创收都将

日薄西山，寻找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报业生存

的长久之策。应积极运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发展报

纸、网络、电视、手机等多媒介互动，打造“全媒体”

报社，不断引进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经验，增

强重庆报业的生存能力与适应能力。

４．强化“内容为王”的办报理念，充分发
挥内容生产的优势

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归根结底是内容的生产与

开发，报社生产的产品从根本上是新闻内容，是信

息产品，高质量的新闻内容永远不会被淘汰。这种

观念已经成为当前报人在对抗新媒体中自我安慰

的最佳心态。在新形势下，媒体的功能不会改变，

导向及社会效益第一的准则不会改变，报纸传递信

息的职能依旧是基本职能，因此，深耕内容的确是

报纸应对竞争的不二选择。毋庸置疑，报社有着强

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并集聚了明显的人才和网络优

势。重庆各报媒应进一步强化“内容为王”的办报

理念，充分强调内容的生产与开发，以此适应多种

媒体并存的发展态势。

５．建立市场竞争的健康规则，形成报业
生产消费的良性循环

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是报刊健康发展的前提。

报刊体制改革是否能最后成功、合理的报业结构是

否能最终形成，均依赖于健康有序的市场规则。行

政管理部门应尽快建立和完善报刊经营市场管理

机制，严厉打击不良竞争行为和恶性竞争，大力规

范报刊的发行及广告等经营行为，引导各报刊将竞

争的重心转移到内容竞争上来，形成良好的、有序

的市场竞争环境。各报社应以诚为本，加强自我约

束，尊重市场竞争规律，以真诚的服务实现报纸的

价值，赢得社会的回报，然后再服务、再生产，如此

这般，最终形成报业生产消费的良性循环。

总之，重庆报业当前还处在破茧前的“蛹动

期”，经济和政策的利好让重庆报业充满机遇和挑

战，转企改制、结构调整、整合资源是重庆报业发展

中的重要任务。畏首畏尾、急功近利只能延缓或贻

误战机，只有充分蓄积力量，积极抓住机遇，勇敢迎

接挑战，才能最终“破茧成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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