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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民接触大众媒介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上海市民与媒介生态”抽样调查报告（之一） 

作者： 张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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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国良 廖圣清）  

世纪之交的上海，信息化过程显著加快。在此毕竟下，市民与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有什么变化？特别是有何突破性

（非常态）变化？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于1999年11月、2000年5月先后进行了两次随机抽样（电话方式）调查，并与1997

年12月实施的同类调查加以比较，获得若干重要发现。初步报告如下： 

一、大众媒介的综合影响力排序变动 

1997年的调查显示，大众传媒对上海市民的综合影响力（包括接触率、时间及评价）之排序为：电视→广播→报纸。而

1999年调查的结果表明，在短短的两年中，就发生了重大变化。简言之，上述状况已转变为：电视→报纸→广播。传媒

市场竞争之激烈、变动之频仍，由此可见一斑。 

首先，看一下市民接触四大传媒的频率。 

1999年的调查显示，四大传媒（报纸、广播、电视、杂志）中，上海市民接触最多的仍是电视，只有3.6%的人不看电

视；接触最少的是杂志，有近38.1%的人不读杂志；广播的接触率下降最为明显，不听广播的人竟达到34.1%,与杂志接

近，不过，广播的稳定接触率（即“每天”与“经常”接触的比例）尚维持在50%的水准，大大高于杂志；与广播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报纸的接触率一跃超过广播，只有4.9%的人不读报，其稳定接触率达79.8%，比广播多30个百分点，与电视

只相差6个百分点。（详见表1）  

表1：1999年上海市民接触四大传媒的频率（%）

其次，观察一下市民接触四大传媒的时间量。 

与两年前相比，上海市民接触四大传媒的时间――无论总量抑或单一类别量都少了。听广播时间减少最著，约16分钟，

跌进了半小时，这与上述接触率的变化一致；接着是看电视。减少约8分钟，但仍维持在一个半小时以上；然后是读报

纸，减少4分钟，市民每天仍花费约40分钟；读杂志减少最微，为1分钟，但因其基数最小，仍属居民接触时间最短的媒

介。（详见表2） 

表2：1997-1999年上海市民平均每天接触四大传媒的时间量之比较（分钟）

综而言之：（1）市民接触四大传媒的时间量，出现了显著的整体性压缩。短短两年，减少近30分钟，减幅达14.6%如后

所述，一个重要原因是来自网络媒介的强力竞争；（2）在此背景下，四大传媒内部必然发生“势力地盘”再争夺、再调

整的局面。不过，从时间量看，除广播损失惨重外，其他三种传媒都基本稳住了阵脚；（3）再就接触率而言，由于1999

年调查和1997年调查所设置的指标不完全相同，故不宜简单比较，但大致可以推断：广播确实发生了空前的大幅度“滑

坡”，而报纸却“稳中有升”，且幅度不小；（4）由此，上海传媒市场的序列模式从“电视→广播→报纸”演变为“电

视→报纸→广播”。这看来不是暂时性现象――从许多发达国家的历程看，前一种为“过渡模式”，后一种为“成熟模

式”（再一种为“初始模式”，即：广播→电视→报纸）。就是说，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准的提升，上海传媒格局似

已完成了从“过渡模式”向“成熟模式”的转换。 

对报纸来说，这种变化令人喜出望外。尽管传媒竞争进一步激化，报纸市场不仅没有萎缩，似乎还有扩张的空间。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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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纸 广播 电视 杂志

每天 64.6 40.8 82.1 5.4

经常 15.2 8.5 3.6 22.0

小计 79.8 49.3 85.7 27.4

有时 10.3 7.6 7.2 16.1

偶尔 4.9 9.0 3.6 18.4

不接触 4.9 34.1 3.6 38.1

  合计 看电视 听广播 读报纸 读杂志

1997年 205.18 108.13 45.03 44.71 7.31

1999年 176.18 99.96 28.89 41.05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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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并非偶然。1997年调查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上海市民既青睐声像媒介，同时也没有疏远印刷媒介①。对比广播，

报纸的一大优势，就在于其深度和解释力，因而难为电视所替代。 

但必须指出，广播固然面对严峻形势，报纸乃至电视也不宜过于乐观。1999年调查就市民未来接触各种媒介的意愿，进

行了解的结果是：2/3以上（68.3%）将改变现状。具体地说，他们将更多地接触的媒介，依次为电视（34.5%）、互联网

（26.4%）、报纸（23.2%）、广播（10.0%）、杂志（7.7%）。显然，互联网作为新兴媒体挑战传统媒体，已不是“纸上

谈兵”，而成为“烽火连天”的现实（详见表3）。 

表3：上海市民未来接触大众传媒的意愿（%）

二、网络媒介的崛起及其影响 

1997年的调查曾考察各种媒介在上海的普及状况，当时发现：传统媒介趋于饱和，新兴媒介异军突起。最有代表性的，

莫过于电脑和网络。当时，上海市民家庭电脑拥有率为18.3%（与日本1995年调查的同类数据22.4%比较，仅相差4.1个百

分点），使用率更高达30.2%，然而，接触互联网者即所谓“网民”的人数比例很小，只占1.1%。两年以后，这一局面发

生了如下变化：市民家庭电脑拥有率上升为21.1%，使用率上升为34.1%，尤其令人吃惊的是，“网民”比例急剧上升为

28.9%，从微不足道的约1/100迅猛发展到超过1/4，堪称“世纪速度”！② 

表4：1997-1999年上海市民拥有、使用电脑状况之比较（%）

表5：1997-2000年上海市民接触互联网状况之比例（%）

按照传播学界的共识，当一种媒介的使用者人数超过总体的20%亦即1/5以上，它就跨越了“普及”的门槛。以美国为

例，为达到这一标准，广播用了38年，电视用了13年，而网络只用了5年。那么，上海呢？从1995年5月（即互联网在上

海建立国际节点之时）算起，不到5年，网络就“普及”了。 

毫无疑问，这一事态具有巨大的冲击力和深远影响。传统大众媒介的生态（包括市民作为信息消费者的生态），由此发

生了种种前所未有的变化。 

其一，如前所述，市民接触四大传媒的总时间量明显减少。据调查，这与网络媒体的崛起直接有关（参见表6）。 

表6：上海“网民”接触互联网与传统媒介的时间量之消长（%）

其二，市民，准确地说应该是“网民”开始把网络作为获得新闻的主要渠道之一。如表7所示，其排序已十分接近广播。

虽然与电视、报纸尚有较大差距，但不难预料，差距将日益缩小。 

表7：上海“网民”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

接触传媒将维持现

状

将更多的接触电

视

将更多的接触互联

网

将更多的接触报

纸

将更多的接触广

播

将更多的接触杂

志

31.7 34.5 26.4 23.2 10.0 7.7

市民家庭的电脑拥有率 市民个人的电脑使用率 

  有 无 使用 不使用

1997 18.3 81.7 30.2 69.8

1999 21.2 78.9 34.1 65.9

  1997年 2000年

全体市民中接触(过)互联网着的

人数比例

是 1.1 28.9

否 98.9 71.1

您是否因为使用互联网而改变了以下行为的时间量？

  大大减少 有所减少 基本未变 有所增加 大大增加

读报纸 1.7 15.3 83.0 / /

看电视 19,8 24.1 74.1 / /

听广播 5.0 15.3 79.7 / /

 
您平时了解新闻主要依靠什么来源？（最多选3项，按依靠程度从

高到低排列）
得分（位序）

报纸 ① 30.0 ② 36.0 ③ 18.0 180（2）

广播 ① 9.0 ② 13.0 ③ 28.0 81（3）

电视 ① 54.0 ② 28.0 ③ 8.0 226（1）

杂志 ① 2.0 ② 3.0 ③ 8.0 20（5）

网络 ① 5.0 ② 18.0 ③ 23.0 74（4）

听别人说 ① / ② 2.0 ③ 15.0 19（6）

合计 100.0 100.0 100.0  



还需要指出，如表8所示，在具体个案中，当发生重大事件之际，对期待了解信息的“网民”来说，网络的重要性不单远

胜于广播，甚至超过了报纸，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电视的“第二媒体”。 

表8：上海“网民”获知重大新闻的第一渠道（%）

网络在报道方面的优势、强势，由另一组数据也获得支持。从表9可以看到，新闻、信息功能最为突出，压倒了人际交流

及其他各种功能。 

表9：上海“网民”的主要活动（%）

表10：上海“网民”最看好的网络功能（%）

其三，网络将快速、全面地介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实际上，表9同时提示了网络功能的多样性、丰富性。表10则清楚地

显示，“网民”对有些功能（如高居首位的“购物/网上支付”）之所以疏远，非不欲也，实为条件（时效、费用、安全

性等）尚未成熟。换言之，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挑战，当然不限于报道、信息领域，而是全方位的竞争。 

对互联网在中国能否“普及”（即突破20%）及其速度的估计，“网民”十分乐观。95.2%人为“能”，4.8%认为“不

能”；在持肯定意见者中，预测花费时间“十年之内”占82.2%（其中，“三年之内”28.6%、“五年之内”28.6%、“十

年之内”25.0%），“十年之后”只占17.8%。就是说，大多数（3/4以上）为乐天派。 

确实，今后十年之内，应该是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竞争全面展开、日趋激烈的时间。其间，整个媒介产业的生态

将持续变动，呈现一系列难以预料及富有戏剧性的情景和高潮，我们拭目以待。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这场媒体大战的硝

烟散尽之后，将得到什么结局？调查结果如下：  

“上帝”的声音，发人深省…… 

注释： 

① 参见：《面向21世纪的上海市民与媒介文化》，载《新闻大学》1998年秋季号 

②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提供的数据，1997年10月中国大约有“网民”62万人，1999年12月增长为890万人，增13

倍。差不多同期（即1997年12月至2000年5月），上海市民中的“网民”由8万人发展到200万人，增24倍。两相比较，后

者的增长速度更快，所占份额也明显增大。参见闵大洪《传播科技纵横》（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192页、《南方周末》

您知道台湾地区新当选的领导人是谁？ 

陈水扁 79.4 

其他/不清楚 

20.6

您最早通过什么渠道知道这个消息？ 

电视 网络 报纸 听别人说 广播 杂志

36.7 24.5 18.4 12.2 6.1 2.0

您上网的主要活动是：（多项选择）

（1）看新闻 72.3 （8）发表自己的观点/作品 7.7

（2）各类信息资料查询 60.0 （8）购物/网上支付 7.7

（3）使用电子邮箱 58.5 （9）炒股 6.2

（4）聊天 27.7 （9）使用网络电话 6.2

（5）上传或下载软件 24.6 （10）使用免费个人主页空间 3.0

（6）玩游戏/娱乐 23.0 （10）使用网上寻呼机 3.0

（7）看网上的帖子 13.8 （11）其他 1.5

您上网的主要活动是：（多项选择）

（1）购物/网上支付 55.4 （6）上传或下载软件 10.8

（2）各类信息/资料查询 38.5 （7）使用免费个人主页空间 9.2

（3）看新闻 36.9 （8）玩游戏/娱乐 4.6

（3）使用电子邮箱 36.9 （9）聊天 1.5

（4）使用网络电话 13.8 （9）看网上的帖子 1.5

（5）炒股 12.3 （9）使用网上寻呼机 1.5

（5）发表自己的观点/作品 12.3 （9）其他 1.5

网络取胜，完全取代传统媒介 3.2%

网络取胜，但不能完全取代传统媒介 29.0%

各有所长，打成平手，相互补充 58.0%

传统媒介仍将保持优势 9.8%

其他/说不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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