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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报大学生周刊 出版发行的路径探索

贾 冰

南京倍息工程大学 宣传部 南京

摘 要 都市报大学 生周 刊指依托都市报创 办的 、 以在校大 学生 为 目 标受众的周刊 。 本文

通过梳理比较都市报大 学生周刊 出版 、发行各环节 的现状 ，
分析 了其产 生 的 市场 背景 ，并 为这

种报中刊 的 未来发展探索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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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校大学生为 目 标受众的报刊在 中国媒体 周刊存在诸多共同特点 主要体现在出版业态 、发

市场上并不是新鲜事物 ， 如《大学生 》 《英语周报 》 行渠道以及采编模式等方面 。

《中 国大学生就业 》等等 。 但近几年 ，不少都市报
（

一

） 出版 依托母报
，
相对独立

以创办周刊的形式也开始涉足大学生市场 。 以南 从出版业态上看 大学生周刊 以纸质形式 出

京报业市场为例 ，
《周末》于 年末创办 了

“

大 版 依托于母报 ， 每周
一

期 。 如
“ ”

依托 于

学生
”

周刊 《扬子晚报 》

“

大学城
”

和 《金 陵晚报》 《金陵晚报 》 ，每周二 出版 开 版
“

大学生
”

依

年年初先后创办 年 《东方 托 《周末》报 每周四 出版 ，
开 版

“

双城记
”

依

卫报》创办了
“

双城记
”

周刊 ， 而另
一

份主流都市 托 《东方卫报 》 ， 每周 四出版 开 版 。 由于单

狼 《现代快报 》的大学生周 刊也在酝酿中 。 在 中 独成叠 ，
且头版多采用大幅图片及大标题 ，进行了

国报业发展的前沿城市广州 ，
也有类似依托都市 封面化处理 ， 因此这三者具有类似杂志的相对独

媒体创办 的大学生周 刊 ， 如 《信息时报 》创办 了 立的形态 。 而
“

大学城
”

则依托于《扬子晚报 》 并
“

大学
”

周刊 ， 《广州 日 报》创办了
“ ”

周 刊 。 且隶属于其每周三 出版的 《成长周刊 》 开半版

在浙江 ， 同样定位为新锐都市类 日报的 《青年时
到 版不等 ， 尚未成为独立的周 刊形式 。 纵观各

大学生周刊所依托的聰 ，都是办刊多年 、较为成

在网络高度发达赚字化錢体时代 ，咖 細贿报 。 前肺贿三 申 巾 ，
只 有 《现代

■受新鲜 物 、对 术倾向性最大的大学
快报》没有创办类似的大学生周刊 。

■ ‘力、 入■ 。

在顧補± 除个赚軸于大学生周刊
—

、特点解析 的 出现对原有版面略加缩减或调整出版时间外 ，

通过 比较发现 ，
此类 由都市报创办的大学生 尚未发现由 大学生周刊完全取代母报原有的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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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或某
一

周刊的现象 故报纸整体版面数都有 同 的选择 。 如 《扬子晚报》

“

大学城
”

每年至少安

不同程度的扩容 。 排一次大规模招新 应聘者需经过初选 、笔试 、面

同时 这些以纸质形态出现 的大学生周 刊也 试以及报社的业务培训方能正式上 岗 。 《周末 》

都不约而同地借助 网络的力量扩大 自 身影响力 。

“

大学生
”

则一度每期均在
“

招贤纳士
”

，该周刊在

除了 随各 自 的母报按期出 版电子报以外 各大学 南京 所髙校组建了采编 、活动策划 、发行为
一

生周刊都无
一例外地在人人 网 、微博 、西祠胡同等 体的记者站 ，

同时与 多所高校的近 个社团

辟有独立 的网络阵地 《东方卫报 》

“

双城记
”

还特 形成联办周刊的合作关系 ，并划分为市 区 、江宁 、

别开发了官方网站
“

弹弹网
”

（ 。 仙林 、浦 口 四大管理中心 。 《东方卫报 》

“

双城记
”

二
） 发行 随报发行 ，

大最赠阅 也长期招聘校园主管和校园记者 ’ 《金陵晚报》除

目前大学生周 刊的发行主要是两大渠道并 公开招募外 还约请各校老师推荐优秀学生记者 。

行 。

一是随母报正常版面一同发行 以售卖为主 。 此外 ，各周刊还常年开展征稿 主题如
“

新生

其 中的例外是《东方卫报》

“

双城记
”

， 定位为南京 感悟
” “

寝室故事
” “

我最向往 的大学生活
” “

麻辣

地铁报的 《东方卫报 》在地铁沿线免费派送 ，

“

双 教师
” “

校园美女
”

等等 。 周刊上大量采用学生记

城记
”

也同样在地铁站 ， 包括院校沿线的地铁站 者的稿件 ，报社的正式记者编辑主要在策划选题 、

点免费发放 。
编辑稿件等环节把关 。

另
一

大渠道是在母报常规印量之外加印 ，
直 二

、市场透析
接进人院校免费赠 阅 。 这种方式与 杂志相 为何都市报大学生周刊在近三年时间 中风起

似 ， 灵活且针对性强 ，也使，的杂志化特征更加 云涌 ？ 为何各报愿意投人相当财力为大学生独辟

明显 。 如
“

双城记
”

面向南京市江宁 、仙林两座大 专刊 ？ 为何数字化时代平面媒体的老面孔能在年

学城 内 余所高校 万在校大学生 ，每期加 印 轻的大学生中 引起不小 的反响 ？ 从出版发行的市

万份 进人校 园 设点 由 学生 自 行取阅 。 《周 末 》 场角度来看 ，
可窥见其中显性的和隐性的缘由 。

“

大学生
”

面 向南京高校赠 阅 两万份 。 《金 陵晚 一

方面 髙校数量众多且集中 为大学生周刊

报》

“

则在南 京市仙林 、江宁 、浦 口 、市 区 提供了天然土壤 。 截至 年底 南京普通高等

的 所高校 内组织学生发行队伍 ，将周刊直接投 院校 所 在校大学生 万人
⑴

。 其中仙林大

递至学生宿舍 并付给学生
一定的发行酬劳 ，每期 学城有 所高校 江宁大学城 所高校 分别拥

赠阅 万份 。 有 万左右在校生 ，全国能与之相匹敌的大学城

免费赠阅这
一发行方式的例外 当属 《扬子晚 屈指可数 。 对于传媒而言 ，

这是内涵和外延均较

报》

“

大学城
”

。

一方面 由 于
“

大学城
”

隶属于 《扬 清晰的
“

窄众 受众。 他们也具有分散性 、多样性

子晚报》

“

成长周刊
”

，
与其他周刊独立成沓 的形 和匿名性 ，但同时在某一方面显示 出共同的接受

态不 同 ，不便于单独 印刷
；
另 一方面 由 于

“

大学 倾向 ， 即选择信息的某种共性 。 因而 为提高传播

城
”

每期版面数因广告量多少从半个版到 个版 效果 大众媒介不能不尽力加强针对性 ，增加
“

窄

不等 ，
也让额外加印无法实现 。 传

”

的 内容 。 从 《扬子晚报 》

“

大学城
”

以及 《东

三
）
采编 学生为主 ， 记者为辅 方卫报》

“

双城记
”

的命名 中 即可 见
一

斑 。 与

如上所述 各报大学生周刊的版面均为净增 世纪末建设初 期仅
一

两所髙校人驻 的情况不同 ，

量 ’但记者数并没有相应增配 ’有的甚至没有安排 至近三四年 ，
大学城 巳 经具备 了 作为

“

城
”

的 要

专职负责大学生周刊的记者 ，这让周 刊的采编力 素 受众庞大集中 、群体特点鲜明 、线索源源不断 、

量先天不足 。 但大学生周刊面向大学生 这一群 发行直接便利 加之商家尤其周边店铺广告需求

体文化程度髙 、参与热情高 ，时间 自 由度也相对较 旺盛 、大学生消费能力不断增强 大学生周刊诞生

高 大量招募学生记者就成为各报大学生周刊共 和发展的条件
一

应俱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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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大学生群体期盼专属于 自 己 的媒 一定的阅读忠诚度 ，
不失为平面媒体突围的

一个

体 。

“

使用与满足
”

研究认为受众是有着特定
“

需 选择。 各大学生周 刊举办的各类活动 ， 如校园 歌

求
”

的个人 ，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是有特定需求 手大赛 、办报大赛 、封面新闻大赛 、 海报设计大赛

和动机并得到
“

满足
”

的过程 。 而取得预期传播 等等 ，就是反复强化受众与刊物的 亲近感 。 这些

效果的关键 ， 是把握传播对象 即 受众的 内在 需 活动提供的深度参与渠道极大提升了平面媒体与

求
⑶

。 大学生周 刊的选题策划均紧 密围 绕南京 受众的互动 而这种互动是网络 、手机等虚拟媒体

本地大学校园 报道身边人 、 身边事 心理和地理 难 以比拟的 。

上的接近性使之对 目 标受众具有独特的吸引 力 。

三 、前景分析
大学生周刊的开 门办刊更为怀抱新闻理想的在校 然而

，
大学生周刊也并非高枕无忧 。 都市报

大学生提供了极 实践平台 。 正如 《 麦克 不计回报的投入还能坚持多久 ？ 大学生对纸质媒

德报告》 （

‘‘

、 ；

細膽还麟续多久？ 周舰細 内容框架和

当作消息情报的被动接受者 。 大众媒介的负责入 目作模式如何寻求突破 ？ 如何面对新兴媒体更为

应该鼓励他们 的读者 、听众和观众在信息传播 中 猛烈的 冲击 ？ 笔者认为 大学生周刊若想长久立

发挥更加积极 的作用 办法是拨 出更多 的报纸篇
足 ，必须未雨绸缪 ， 着力处理好以下几方面关系 。

幅和更多的广播时间 ，供公众或有组织的社会集
（ 与母：报教育新闻的关系

团 的个别成员发表意见和看法 。

”

力学生周刊的定歸似很清晰 但若与都市
以上这两方面都是显而易见的 。 另外

一些不 报原有的教育新 闻板块相 比 ，难免有鸡助之嫌 。

易察觉的隐性因 素也在无形 中指引着都市报大学 简而言之 ， 即同
一

选题教育新闻板块在选择时 比

胃 。 周刊具有优先权 ， 登不上教育新 闻板块的退而求

首先 ，利于错位竞争 。 同城都市报在 内容上 其次考虑大学生 周刊 。 如 《金陵晚报 》关于纪念

的同质化竞争无可避免 ，但作为周刊
一般并无条 雷锋去世 周年的策划 ， 深人几所髙校采写了

一

口
一说 也就易 于各媒体各展所长 ，在选题策划 、 批师生 的好人好事 稿件《雷锋时代的人写给

版面组合 、语言风格等方面错位竞争 。 同时 ， 与大 后的感谢信》刊登于 重点新 闻版 却并没有

部分网络媒体及手机报相 比 都市报拥有独立 的 刊登在 月 日 前后的
“ ”

上 。 再如 《扬子

采访权 并不依赖于大量的复制 、粘贴
，
因 此也能 晚报》关于其联合南京大学主办的

“

首届华语大

在 内容上带给大学生更多新鲜感 。 学生微电影节
”

， 首先刊登在 年 月 日

其次 利于风险控制 。 对于报业集团而言 新
（周三 ） 的 版 却 并没有 出 现在 当 日 的

“

大学

增刊号几乎不可 能 ，
以成熟且灵活的都市报为阵 城 中 。 这在都市报处理各高校的宣传稿 件时表

地 以增设周刊的方式涉足大学生市场 ，无疑较为 现得更为明显 。 如 《扬子晚报 》 年 月 日

稳妥 。 有都市报的排版 、印刷 、发行等各方面条件 的
“

大学城
”

版上 《金 科院
“

法援
”

年帮助

作基础 ， 只需适当 调配人力 、物力 、财力便能迅速 人》 《 南师
“

防艾季
”

推广防艾知识》 《 南理工

使周刊正常运作 。 同时还能依托都市报多年积累 与孝陵卫 中学结对》 三条
“

豆腐块
”

稿件 ， 从该报

的影响力打开市场 也便于 日后全身而退 。
一

向的选稿标准看 ，如果没有
“

大学城
”

周刊 ，
可

再次 ，利于受众培育 。 平 面媒体的生存空间 能难 以被其教育新闻版面采用 。

被
一

再压缩 已是不争的事实 。 对于都市报的其他 诚然 ，关于大学生或大学校 园 的新 闻并非 以

大部分版面而言 在校大学生可能是潜在读者或 在校大学生为唯
一

的 目标受众 ， 部分可能引起更

辅助读者 ，
而随着这些辅助读者逐渐成长 、发展 、 广大受众群体兴趣的新闻完全有理由刊登在更重

升迁 ，又慢慢转化为核心读者 。 因此 从作为 要的版面 ，但并不能 因此使大学生周刊选题边缘

未来社会精英的大学生人手 ，提前培育受众 ，建立 化或降低对稿件质量的要求 。 笔者认为 ， 大学生



第 期 贾 冰 ： 都市报大 学生周 刊 出版发行的路径探索

周 刊可以发挥所长 在贴近校园 、贴近师生上下工 体有不少共享空间 。 如
“

大学城
”

的 《寻访南京高

夫 在富有趣味和情感的
“

软
”

新闻上下工夫 ， 在 校里的
“

老古董
”

》 、

“ ”

的 《大学集体升旗 ，

提升稿件的文化气息上下工夫 甚至可 以在与教 万人 》等 ，其视角 的独特 、语言的生动 、版面

育新闻版面的呼应和配合上下工夫 。 的新颖都是仍保持机关报风格的各校校报想做却

二
） 与微博等新平台的关系 无力 为之的 。 如若这些选题在策划 、采写过程中

利用互联网 、新媒体增进与大学生的互动 ， 可 就能与有关学校的校园媒体合作进行 ’稿件刊发

以成倍放大大学生周刊的传播效应 。 但互动不是 时与 当期校报形成呼应 ，
无疑将放大周 刊在校园

拷 贝 ，
既不能将微博 、人人网公共主页等简单地作 中的传播效力 。 反之 ， 大学生周刊可以从无数的

为周刊的电子版 ，更不能将大学生周刊变成网络 校报和学生 自 办刊物选题中去相■取精 获取灵感 ，

热帖的纸质版 。
还可以使之为纽带联系各校校 园媒体 开展有组

如《金陵晚报 》

“ ”

版 的
“

星座运势
”

织的采访活动 形成更大影响 。

“

图书榜单
“

音乐榜单
”

等 内容 在 网络上随处可 （ 四
）
与媒体成本效益的关系

见 。 再如 《东方卫报》

“

双城记
”

第 期 版 相当部分都市报周刊均是报社的赢利大户 ，

《宝宝 ，这里是爸爸和妈妈认识的地方》
一文 直 如房产周刊 、汽车周 刊 、旅游周刊等等 ，靠 的是来

接摘 自西祠胡 同
“

南师 中北风云
”

讨论版 ，
几乎未 自相关产业不菲的广告收入 。 而大学生周刊的版

动一字地将原贴及部分回贴变成 了铅字 。 当然 ，
面 中 ， 除了《扬子晚报 》

“

大学城
”

外 其他几乎不

对于作者个体及该讨论版来说多多益善 但对于 见广告 。 单纯依赖母报投入的模式必不能长久 ，

读者来说 一味地追逐 网络热点 堆砌潮 言潮语 ’
原依托《周末 》办刊的

“

大学生
”

已 改投南京广播

只会加速审美疲劳 。
联合传媒 ； 《金陵晚报》

“ ”

正处于发展瓶

笔者还注意到 ， 各大学生周刊的 网络平 台受 颈 《现代快报》 也曾 与某公司合作过名为
“

周

关注度并不髙 《扬子晚报》

“

大学城
”

尽管连招兵 刊
”

的大学生周刊 ，但创刊号后便无下文 。

买马也用上了 当下时髦的
“

微招聘
”

，但其在新浪 面向校园大量赠阅是大学生周刊的主要成本

的官方微博关注仅为 ， 粉丝 而 《金陵晚 之
一

，但也是其售卖广告版面的优势所在 。 目标

报 》

‘ ‘ ”

的人人网公共主页也鲜有更新 。 这
受众 明确 、发行量大 、受众间 口 碑传播频繁 、 消费

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作为平面媒体的各大学生周 刊

能力强 ， 这些都是广告 主青睐 的 。 《扬子晚报 》

尚未充分利用好新媒体覆盖面广 、反馈性强等优
“

大学城
”

中 ，就 出现了越来越多 电子产品 、学习

势 ，但如何向新媒体更多借力 值得深思 。

㈣

三
） 与大学校园媒体的关系

城丨己
”

贝 发放读者卡 ，凭卡可以在特约商户 、指定

同样面向大学校 园 ，都市报大学生周刊与校
景点享受折扣消 费 。 其独立 的官方 网站

“

弹弹

内媒体风格迥异 ，却又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 。 大
『则打造 了 区网站 胃 力

学生周刊敏 所合傾娜首結该棚 ：

麵人
”

纖大量周边麵陳 息 ， 网站

传部门联系 ，招募的学生记者中補 当部分是校

园媒体的骨干 很多选题策划也离不开校方 的配
对于

—

直免费赠 阅 的地铁报 《东 方卫报 》 而言 ’

合 ； 而由于对外宣传的需要 各校宣传部门对版面
“

双城记
”

为母报先行先试 ’开辟了更为广讓赢

宽裕的大学生周刊格外重视 各校记者团 的 同学

也都借助周刊 的专业媒体平台锻炼成长 。 因此 ， 四 、结语

大学生周刊若能更好地与各校校园 媒体有机联 综上所述 ， 面对新媒体的猛烈冲击
，
大学生周

动 则可以一举多得 。 刊是都市报敏锐捕捉市场动向深度开发潜力无限

尤其在选题策划上 笔者认为周 刊与校园媒 的大学生市场而精细化营销的产物 从某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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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承载着为都市报培育受众的特殊使命 。 探索 张 国 良 传播 学 原 理 复旦 大 学 出 版社
，

一条适合都市报大学生周刊的 出版发行路径 不

仅有助于周刊本身立足市场 ，
也是在为都市报的 章 洁 积极的 受众 ：

人本主 义心理 学对传播学研究 的

未来寻路 。

影响 新闻界
°

胡 芳梅 都市报财经新闻 的发展趋势 重庆工 商大

学 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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