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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江苏苏省省县县级级传传统统报报纸纸发发展展现现状状调调查查研研究究  
——基于江阴、东台的调查分析 

朱筱伶 

（南京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摘  要：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我国传媒产业发展呈现出纷繁的格局，传统报纸尤其是县级传统报纸的发展受到

了极大的挑战。为了了解江苏省县级报纸的生存状态，“江苏省县级传统报纸的生存现状及发展对策”调研小组选择了江阴、东台

两地，对其县级报纸做了深入调查并向当地群众发放问卷，从而从当地受众出发，通过受众对县级传统报纸的了解和看法来研究

其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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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电信技术

的迅猛发展，引发了新闻传播手段的深刻变革。媒介融合，

使新媒体展现了交互性、全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给人们

生活带来了巨变。2012 年 1 月 16 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CNNIC）在京发布《第 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报告》显示，截至 2011 年 12 月底，中国网民规模

达 5.13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38.3%。 

由此可见，仍有很大一部分人群生活在互联网之外，更

无法从互联网上获取信息。因此，传统媒体依然是他们最可

靠、最直接的新闻来源。而且传统媒体传播新闻的原创性、

权威性等许多价值优势，是新媒体在短时期内难以企及的。

从地域方面来看，大众传播领域还存在许多边缘群体，如农

村中的农民等。 

曾有学者指出：“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由农村中的现实受

众，退化为城镇中既不读报刊，又不看电视不听广播的潜在

受众。”因为地域的局限性，承担将这些庞大的特殊受众群纳

入视野这一职责的无疑是县级的传统媒体。 

2003 年，经过全国报业整顿，约 40 余家县级报纸得以

留存。其中，江苏有 12份县级报纸得以保存下来，数量在各

省市居于前列。 

但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我国传媒产业发展

呈现出纷繁的格局，传统报纸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挑战，面

临着严重的读者流失。尤其是县级传统报纸，它们传播的范

围局限于县市区，内容的质量、版面甚至等更是难以与省市

级、中央级大报相媲美。那么，江苏省县级传统报纸的生存

现状到底如何？ 

为了了解江苏省县级报纸的生存状态，有针对性地对县

级报纸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对策，“江苏省县级传统报纸的生存

现状及发展对策”调研小组选择了江苏江阴、江苏东台这两个

县级市，分别对当地的县级报纸《东台日报》和《江阴日报》

做了深入的调查采访并向当地群众发放了问卷。其中，江阴

作为“中国经济百强县”之首，其发展现状则可作为苏南地区

县级报纸发展的典型。而江苏东台的《东台日报》，作为苏北

地区仅存的一家县级报纸，是苏北县级报纸发展的标杆。现

将调研结果汇总如下。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近年来学界对于传统报纸的生存和发展策略的研究呈上

升趋势，但多以笼统的“传统报纸”为研究对象，分析在媒介

融合的今天传统报纸所面临的挑战，探析其原因并提出相关

建议。这其中，对于县级传统报纸的研究很少，而从当地受

众出发，通过受众对县级传统报纸的了解和看法来研究其发

展现状的则少之又少。此次，我们以江阴、东台两个县级市

的市民为调查对象，这其中涵盖了各年龄层面和职业类型的

人群，确保了问卷发放范围横向和纵向的覆盖。 

（二）研究方法 

本次调研从 2012年 7月开始，到 2012年 9月结束，持

续了 2 个月。我们课题组采用了报社实地调研、问卷发放等

方法，对江阴、东台两地群众对于本地县级传统报纸的了解

和看法做了较为深入的调查和分析。 

其中，问卷发放环节我们采用了网络问卷和实地发放问

卷相结合的方式。最终我们在江阴地区发出调查问卷 435份，

收回有效问卷 417份；东台地区发出调查问卷 385份，收回

有效问卷 373份；合计共发出问卷 820份，收回有效问卷 790

份，回收率为 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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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统计结果 

（一）内容比较重要，本地社会新闻受欢迎 

调查数据显示，认为本地报纸内容“比较重要”和“重要、

即时和有趣”的分别占了 47%和 8%，32%的受访者选择了“不

太重要”，13%的受访者选择了“无所谓”。其中，“比较重要”

是一个较为中和的选项，将近一半的选择率说明大家还是比

较认可本地县级报纸的。也许其中有人不看本地报纸，但本

地报纸在他们的心中仍有一定分量，依旧为其特定的手中服

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选择“无所谓”和“不太重要”的人

群也占了四成，说明本地县级报纸的触角还有尚未触及之处，

或者其报道的内容具有可替代性，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取想

同甚至更多的信息。在问及“你希望在本地报纸上阅读到什么

内容（可多选）”时，70%的受访者选择的是“本地社会新闻”，

“生活服务类”占 29%，“国内外重大事件”占 27%，“财经、文

体等专题新闻”占 20%。可以看出，本地报纸吸引人之处就在

于其对于本地社会、民生新闻的报道，而不是与更高级别报

纸报道内容的雷同或类似。目前中国的报业市场上，在满足

县域政治经济单元居民的信息需求上，还存在着一个较大的

市场空白。县级报纸要想做好做强，狠抓本地社会新闻的报

道、填补这块空白必不可少。 

（二）订阅量较为可观，以集体订阅为主 

在受访者中，有 63%的受访者表示订阅了或者曾经订阅

过本地县级报纸。其中，48%为单位、村支部订阅，15%为家

庭、个人订阅。可见，尽管订阅总量尚为可观，县级报纸的

订阅主体仍是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等集体订户，集体订阅

量在实际的发行量中占了大的比例，县级报纸未在真正意义

上进入千家万户，更未触及边缘受众。我们了解到，县级报

纸一般都不在报刊亭中发售，这使报纸的市场容量无形被缩

小很多。不过政府会对当地报纸提供一定的扶持和资助，相

对地减少报纸的发行压力，这使得报社对发行量自然看得不

是很重。另外，报纸印发存在成本核算，这就要求报纸的发

行量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样才能够盈利，让报社有更多

发展的方向和余地。以上原因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县级报纸

的发行量，也使得集体订户成为订户的主体。 

（三）比省市级报纸更有接近性，但仍存在一定

差距 

调查数据中有 54%的受访者认为，与省市、中央级的报

纸相比，本地县级报纸的地方性报道与生活息息相关，更有

接近性，31%的受访者认为对本地报纸有心理上的亲切感，

9%的受访者认为县级报纸较之后者更容易得到。但问及县级

报纸与省市级及其以上的报纸相比有什么不足时，39%的受

访者认为，前者的新闻质量、编辑水平没有后者高，26%的

受访者认为前者趣味性有所欠缺、不足以吸引读者，10%的

受访者认为县级报纸内容不够及时重要，而在“其他”选项中，

有受访者反映，“很多官话、套话，实用性不强，只强调宣传，

轻民生和新闻时事”。 

其实，在我国，媒体的一大功能就是宣传，不论纸质媒

体还是网络媒体均是如此。但作为县级报纸，除了必要的宣

传，也应该有县域特色。不难发现，县级报纸在新闻编辑方

面较其他大型报纸都有所欠缺（由于一些新闻传播方面的人

才欠缺、所在地区没有同等级的报纸与之竞争导致其业务水

平的停滞不前等），在采写方面不符合读者的胃口。当然，新

闻报道根据其报道的内容有不同的报道方法，一味追求趣味

性甚至为了吸引受众而“哗众取宠”，是行不通的。而“内容不

够及时重要”也许是现在传统报纸存在的通病。网络将“即时

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而这里所谓的“重要”，也不再是什么国

家大事，更多的是那些容易被屏蔽、和谐的事，这些是不可

能在报纸上堂而皇之地报道出来，只能通过微博等了解到，

长此以往，报纸内容则显得不及时、不重要。 

（三）品牌延伸多元化，但推广度不够 

在问及“您是否了解本地县级报纸在传统报纸以外的多

面推广（可多选）”时，选择“微博”的有 36%，选择“手机报”

的占了 35%，选择了“报纸的电子版”即数字报的占了 23%，

选择“阅报栏”的占了 19%，可见县级报纸在品牌延伸和媒介

融合方面有所突破。但是调查显示，18%的受访者表示通过

图书馆、茶座等公共场所阅读到本地报纸，13%的受访者表

示经常通过阅报栏阅读到本地报纸，7%通过网站阅读数字

报，5%通过手机报进行阅读。这些结果表明，尽管多元化的

品牌延伸让人们对报纸的品牌延伸有所知晓，但推广度都不

高。网站、手机报等传统业务的升级，更多意义上只是报纸

的副产品，仅作为“顺应时代潮流”的标志，不具有独立性，

其功能、内容、覆盖面等都还不成熟，影响力自然不够。 

四、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的调查研究我们发现，从受众的角度来说，县

级传统报纸的发展有了一定的创新与突破，一是贴近民生，

响应“走转改”号召，二是延伸品牌，拓展自身业务。但其发

展也存在一些问题，具体为：以集体订阅为主，家庭订户较

少；新媒体业务发展不力、推广度太小；新闻质量和编辑水

平稍有欠缺。 

五、对本次研究的总结与反思 

此份问卷的主题是“江苏省县级传统报纸发展现状及影

响力”，但我们只选取了江阴和东台两个地方实地发放并回收

了问卷。无论从受访者的地域、年龄、还是职业类型来说，

该问卷所覆盖的人群并不全面。另外，由于问卷容量的限制，

该报告对于群众对县级传统报纸的了解和看法的调研并不全

面，也使得此次调查显得不够全面和细致，这都有待在今后

进一步的研究中得到更好的完善。 

我们也发现，江苏省作为经济强省，其县级传统报纸的

发展在全国还是具有领先性的。江苏省县级传统报纸应该以

当地居民的需求为主，在延续传统媒体已有优势的基础上转

型，强化县级传统媒体原有的“信度”、“深度”、“雅度”（专业

美感），在权威性、民生性、专业性上进行深耕，并使之与新

媒体的“互动度”、“速度”实现资源整合、互补升级，而非步

新媒体后尘，去走“短”“平”“快”的捷径[1]。只有这样，才能让

县级传统报纸真正回归其本质，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的居民。       
参考文献： 

[1] 林旭娜.练好传统媒体的“玄铁重剑”[J].青年记者,20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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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江苏省县级传统报纸发展现状及影响力调查问卷 

您好！我们是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正在进行江苏省县级传统报纸生存现状及影响力的

社会调研。我们诚邀您参加此项调查，您所提供的情况，我们将严格进行保密。谢谢您的合作！ 

填表说明：请在每一个问题后选出适合您的情况的答案序号，或在“___”处填上适当的内容。若无特殊说明，一律只选

一项。 

 

您的性别： 

您的年龄： 

A.20以下    B.20-35    C.35-50    D.50以上 

您所在地：A.县市区    B.乡镇 

您的职业： 

（以下中央级报纸指的是《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

省级报纸是指《新华日报》、《扬子晚报》等，市级报纸是

指《盐阜大众报》、《无锡日报》等，县级报纸指的是《江

阴日报》、《东台日报》等县级市的报纸） 

1.目前您获取新闻或一些信息主要是来自于（按重要性从高

到低排序）_______ 

A.互联网   B.报纸    C.电视    D.广播    E.与他人交流 

2.您平时多久阅读一次报纸？ 

A.几乎每天看     B.经常看     C.有时看     

D.很少看     E.基本不看 

3.您所看的报纸有哪些类（多选） 

A.中央级报纸        B.省级报纸    

C.市级报纸         D.本地县级报纸 

4.您平时阅读本地报纸吗？ 

A.每天都看       B.经常阅读    

C.偶尔会读       D.没兴趣，从来不读 

5.您觉得本地报纸内容 

A.重要、及时而有趣   B.比较重要    

C.不太重要           D.无所谓 

6.您希望在本地报纸上阅读到什么内容？（多选） 

A.国内外重大事件         B.本地社会新闻     

C.财经、娱乐等专题新闻   D.生活服务类，如科普知识介绍 

E.其他（请注明） 

7.您知道的本地（县级）报纸有哪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您认为本地报纸做得较好的有哪些方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您是否订阅过本地县级报纸？ 

A.否        B.家庭、个人订阅         

C.单位、村支部等集体订阅 

10.除了报纸本身外，您认为本地报纸推出怎样的优惠奖励政

策会吸引您的阅读 

A.订阅折扣      

B.奖励措施，如订阅者可获一定物质奖励   

C.有奖问答 

11.您一般通过什么渠道阅读县级报纸？ 

A.自己购买、订阅     B.单位、村支部订阅 

C.报纸张贴栏      D.网站电子版 

12.您觉得下列哪一类报纸更能满足您的需求？ 

A.中央级报纸      B.省级报纸       C.市级报纸   

D.县级报纸        E.都不能满足需求 

13.您觉得县级报纸和市、省、中央级的报纸相比哪些方面更

吸引您？（多选） 

A.地方性的报道更有接近性  

B.县级报纸比较易得  

C.对县级报纸心理上有亲切感 

14.您觉得县级报纸与其它市级及其以上的报纸相比有什么

不足？（多选） 

A.内容不够及时重要     

B.新闻质量、编辑水平没有后者高，不那么好看   

C 趣味性不足，不足够吸引读者   

D.不确定报纸订阅途径  

E.其他（请注明） 

15.您觉得县级报纸的哪些方面亟待改善？（多选） 

A.版面较少，内容应该增加 

B.版面设置的不精美 

C.新闻性太弱 

D.其他（请注明）_______ 

16.您了解本县市报纸哪些传统报纸以外的多面推广？ 

A.微博            B手机报      

C报纸的电子版    D.其他（请注明） 

17.您觉得你县的主流报纸（如某某某报）需要作出哪些改进

和创新，使它更能激起您的阅读欲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您在您所在县，是否感受到了互联网获取信息的优越感，

还是报纸依然是你县百姓的最普遍的选择? 

A.感觉我县通过互联网了解信息的人比较多，互联网比报纸

更占优势 

B.对网络没什么感觉，还是看报纸了解信息的人比较多 

C.在我县两者的发展感觉差不多 

19.以目前互联网等媒介的发展趋势，您认为在未来，报纸是

否有其存在的价值或意义？ 

A.很有            B.可有可无           C.没有 

20.您认为在传统媒介中融入互联网技术的这一项创新是传

统媒体在互联网攻势下的一次很有必要的探索吗？ 

A.是              B.不是          

C.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