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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把中国地市报生存发展放在了媒介生态环境理论的视角之下进行研究，从媒介生态位、生态环境
空间、生态种群、食物链、生态能量和生物钟等方面分析，把地市报作为一个有生命的活体进行剖析
，运用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一些地市报进行解剖麻雀。
在研究媒介生态环境的同时，对地市报的媒介素养教育、商品化趋势、数字化发展、应对三网融合的
冲击，以及国外区域性报纸比较等内容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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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地市报向市场化迈进的道路上，体制问题是一个妨碍地市报发展的瓶颈，去行政化是地市报体
制改革的必由之路。
通过去行政化的做法逐步淡化机关色彩，强化企业功能，达到管理体制与人事制度上的深度改革。
早在2006年，山东地市报《烟台日报》以集团化运营为契机，全面进行了管理体制和人事制度的改革
，其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三点：其一，取消集团内部原有的行政级别，按照岗位本身的风险程度、工作
的复杂程度、任职要求高低、贡献大小、决策失误的危害等9个要素来设定岗位等级。
其二，取消原有的社会职称，内部建立职级制度，定岗定编，通过设定层级，为全体员工提供晋升和
职业生涯发展通道。
其三，取消原有的工资体系，建立以绩效管理为核心的薪酬体系，固定薪酬为一岗一薪，岗变薪变、
定期升降；浮动薪酬依据绩效考核上下浮动，实行全员考核制。
集团全部取消公车，根据岗位需要发放交通补贴。
去行政化的做法可以使地市报摆脱体制上的束缚，使地市报少了一个禁锢。
　　烟台日报传媒集团在开展全媒体运作前，就已经形成较彻底的“集团办报”的组织架构：集团三
张面向烟台的主要报纸《烟台日报》、《烟台晚报》、《今晨6点》为同一级别，相互间没有子母报
的区分。
党报《烟台日报》总编辑由媒体集团而非市委任命，集团有权调动、任命旗下各报总编。
集团各报以事业部的形态与集团管理职能部门、直属企业并列。
这给烟台日报传媒集团整合各媒体采访资源、成立全媒体新闻中心提供了基础。
　　二、细化市场，套牢盈利性受众　　目前细化报业市场已成为业内的共识，受众逐步分众化、小
众化。
现在对于受众的划分从地域、种族、性别、年龄、职业到血型、性格、爱好等，不同的专版、专刊面
对不同层次的受众群种。
有一句话很经典：靠新闻吸引受众，靠专刊、副刊留住受众。
专刊、副刊是细分受众的一种形式，将受众分众为各个不同的层叠之中，虽然这部分只有20%-30%的
受众感兴趣，但每一个专刊或副刊只要能吸引、留住一批读者，就可以积累受众。
　　吸引受众有多种办法。
业界有一句名言：找对人说对话。
要弄清楚为什么样的人设版面，这是为找对人；这些人要看什么样的东西，这是要说对话。
两个都做好，就成功了，这正是专刊、副刊要做的。
我国不少地市报利用专刊、副刊的一些专题和版面策划在“留人”战术上很成功，值得借鉴。
还有的地市报通过办子报的方法实现受众的分众化也是一种较好的途径。
江苏地市报徐州日报社通过办晚报、晨报实行差异办报、细分受众取得成功。
他们旗下的三份报纸分别为不同的受众服务。
《徐州日报》定位于新兴城市党报，受众多为政府官员，企业决策者等；《都市晨报》侧重新闻，以
新闻全景覆盖各类受众，达到靠新闻吸引受众的目的，追求新闻的全面性.新鲜度和厚重感；《彭城晚
报》侧重消费，提供时尚、丰富、专业、实用的生活资讯，引领新生活，受众群主要是青年、妇女等
，达到靠专刊、副刊留住受众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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