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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高校学生手机新闻客户端使用情况调查 

陈 静
1
 陈静文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 400047) 

【摘 要】:笔者通过问卷抽样调查方式，对重庆高校学生的新闻客户端使用情况进行分析概括。在数据分析整理

的基础上，总结重庆高校学生对手机新闻客户端的使用现状，分析大学生用户的需求和特征，最终对上游新闻客户

端提出一些有依据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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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的使用，不仅加强了世界的联系，也改变了信息交流方式。随着智能手机的广泛运用，手机客户端逐渐成为人们阅读

新闻、了解信息的一种主要方式。2015 年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中国移动资讯用户规模达到 5.42 亿人，同

比增长 15.6%，预计 2016年用户规模将达到 5.94亿人。其中，新闻客户端成为手机网民首选获取资讯的最主要渠道，占比 37.6%。
[1] 

而纵观 2015年中国移动资讯市场的发展，行业大佬如苹果、Facebook、YouTube等纷纷试水新闻客户端;搜狐新闻客户端开

通微信搜索功能，上线微头条;腾讯智能化引入微信内容;《南方都市报》推出新闻客户端—并读;网易牵手微软，共同开发智能

产品。 

可以看出，无论是在新闻客户端已经站稳脚跟的大公司，还是其他领域的巨头，在不断更新和变化的技术环境下，一直不

断地调整自己的步伐以适应市场的发展和客户的需要，手机新闻客户端竞争的激烈可见一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隶属于重庆

日报报业集团的上游新闻，使用情况如何?如何利用自己在重庆地区建立起的多年用户优势，确保在重庆地区的使用覆盖率?它

的突破口和进步空间在哪里?在拥有较多高校的重庆，对高校学生使用新闻客户端情况的调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新闻客户

端使用情况和需求。 

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同时结合对上游运营总监的采访，希望可以得出一些可行性建议。 

一、手机新闻客户端问卷设计和调查 

此次问卷通过问卷星设计，调查时间为 2015年 12 月 1日至 25日，目标对象是重庆各大高校，以 QQ、微信为发放问卷的主

要方式。总共发放 519 份，回收有效问卷 4%份，有效率约为 95.57%。取样高校人群中，男女比例为 3.314:6.686。虽然面对人

群是重庆各大高校，但人力所限，取样的结果主要集中在其中部分院校，包括重庆师范大学(25.63%)、四川外国语大学(20.62%)、

重庆工商大学(12.52%)、西南大学(9.25%)、重庆大学(7.13%)、四川美术学院(6.55%)等。本科生与研究生比重为 7.438:2.562，

文科学生比重较大，占总人数的 7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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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以结构性问题为主，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性别，学校，年级，专业类别。第二，被调查者

使用手机新闻客户端的基本情况:对新闻客户端的选择，下载数量，使用时长、频率以及需求。第三，本地手机新闻客户端的相

关调查:如被调查者对重庆新闻客户端的掌握情况以及信息的需求。此次调查主要针对重庆地区高校学生手机新闻客户端使用情

况的分析研究，以期对上线不久的上游新闻客户端的发展提供数据依据，并提出参考建议。 

二、手机新闻客户端使用行为的特征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重庆高校学生在获取新闻途径的选择排序上(见图 l)，以 QQ、微信等为代表的社交软件所占比重最大;其次

为电脑网页浏览，通过手机新闻客户端的使用了解新闻处于二者之后，并存在一些差距。(排序题的选项平均综合得分是由问卷

星系统根据所有填写者对选项的排序情况自动计算得出的，它反映了选项的综合排名情况，得分越高表示综合排序越靠前。

38.16%计算方法为:选项平均综合得分=(∑频数 x权值)/本题填写人次。 

 

在这些被调查人群中，手机里下载安装新闻客户端的占比为 54.53%，这其中，安装手机新闻客户端超过 1个的占 49.47%(见

图 2)，也就是说在手机安装了新闻客户端的被调查人群中，几乎出现了每两人中就有一人安装了不止一个新闻客户端的情况。 

同时，这些被调查者使用手机新闻客户端频率较高(见图 3)，每天打开的概率为 70.67%，其中每天打开新闻客户端多于 3

次的占 35.69%，一周不足一次的仅占 4.95%。每次使用时长集中为 5-30分钟(见图 4)，长时间阅读(30分钟以上)人数比重较少，

但仍多于时长在 5 分钟以内的阅读人数。另一方面，没有安装手机新闻客户端的理由中，最主要的是需求性不足，可以用其他

方式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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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由于各种原因，高校学生几乎以新媒体为了解新闻的主要途径，报纸、电视广播这些传统媒体在校园内几乎丧

失了竞争力。 

手机硬件设备的升级，提供了更多的存储空间容纳客户端，为用户对不同新闻客户端的使用提供了可能，满足了年轻人追

求新鲜的需求;互联网特有的信息碎片化和高速更迭的特性让学生们养成了短阅读的习惯，动图、视频也代替了文字成为更受欢

迎、更活跃的表达方式，视听化已经成为新闻不可避免的趋势。 

然而作为新闻出口，手机新闻客户端也并没有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反而是社交软件取代短信、通话成为人际联系的主

要途径，与用户建立了强依赖关系，成为新闻的最大传播途径。 

在自主的留言中，就有学生表示“微博是他了解世界的唯一途径”，虽然这类留言比重微乎其微，但是这种意识的存在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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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种代表。 

艾瑞咨询集团在《2014 中国移动即时通讯应用用户调研报告》中发表的数据表明，微信和 QQ 在 2013 年的使用率最高，分

别为 82 石%和 802%，[2]到了 2015 年，活跃用户分别达到 6.5 亿和 6.39 亿，[3]如此强大的用户基础下，腾讯新闻也在调查中以

39.93%的比例占据下载数量的榜首(见图 5)。 

紧追其后的是今日头条、网易新闻、凤凰新闻和澎湃新闻。对于哪些因素影响手机新闻客户端的选择上(见图 6)，虽然原因

多样，但是“新闻质量和风格”以 66.08%占据最大比重，其次是用户对同公司产品使用产生的习惯性、更新速度、朋友推荐。

在使用的过程中，最受关注的信息主要是热点新闻、娱乐新闻和生活服务类资讯(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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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这些数据可以看出，高校学生对手机新闻客户端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有产品的延伸性，由腾讯的 QQ和微信延伸的腾讯

新闻客户端的使用情况可见一斑。但是这并不是决定用户选择新闻客户端的最主要原因，视听效果、页面设计可以锦上添花，

做不到力能扛鼎。即使南方报业打出“能赚钱的新闻 APP”的口号推出并读新闻，但这并不会为它的竞争多添力几分。 

新闻客户端安身立命的根本仍然在于内容，强大的用户基础也需要扎实的新闻内容才能维持老用户、开发新用户，面对其

他同行的激烈竞争和市场冲击。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上游也会面临这样的处境。以 2016年 1 月 4日江西地震假新闻来看，

多家媒体接连报道的情况下，腾讯能够坚持不跟风，这在假消息澄清后必然会带来好口碑。 

不可忽视的是，在影响用户选择新闻客户端的因素中，一部分学生的选择来源于朋友推荐，或者是手机自带、推荐。这些

都并非出于个人喜好决定，而是具有随机性。 

三、上游—重庆本地手机新闻客户端的前景 

对重庆本地手机新闻客户端如“上游”“看重庆”的调查，结果显示它们的使用情况均不理想，仅占使用手机新闻客户端总

人数的 24.03%，其中使用上游的人数比例为 8.13%(见图 8)。这里存在一个现象，在“已下载使用的重庆本地新闻客户” 和“对

上游新闻的了解”这两个问题的结果分析中，大学生对上游新闻使用情况存在些许偏差，没有办法取得样本的进一步调查，但

综合两题的调查结果，仍可以看出重庆高校学生对上游的了解还未普及，了解的人数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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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地新闻，学生主要通过社交软件(75.97%)和手机新闻客户端(61.84%)了解信息，而使用本地新闻客户端的最想了解

(见图 9)是本地热点，其次才是国际国内重大新闻、生活服务资讯及学校新闻. 

 

结合上文的相关结果，可以看出: 

第一，用户对手机新闻客户端的选择并不存在多大的地域限制。尤其是以高校学生来说，受教育水平整体较高，对新闻选

择的视角也较广。他们不会受地域影响而主动选择本地性新闻客户端，而是更多地着眼于自己的需要和熟悉度，在没有强烈的

自主选项时，外界的推送是很好的达到方式。 

第二，对于重庆本地的新闻客户端，虽然选择的不多，但他们的整体需要更倾向于本地性的信息需求，掌握本地热点和生

活服务资讯以及与自身相关的高校信息。 

第三，对于互动等形式的内容，并没有特别明显的需求和热情，这从他们与新闻客户端的互动结果就可以看出(见图 10)，

无论是使用频率较高的新闻客户端巨头，还是对上游等重庆本地建立的新闻客户端，高校学生参与度评论、留言占比最多，落

地交友活动的选择很少 

总体来说，上游目标范围和用户并不必局限于西南地区，互联网时代的新闻必须建立在全国以及全球的视角上不过对于《重

庆晨报》所拥有的本地用户基础，应该把握住机会，在新旧媒体的更迭间把握用户需要的信息，如本地热点和生活资讯，做好

线上线下的资源结合，才能保证原有用户资源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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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及建议 

经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判断: 

第一，手机新闻客户端在大学生中的使用普及率较高，但是面对因社交而与用户高度黏合的媒介传递的新闻信息来说，手

机新闻客户端还有上升的空间 

养成用户的阅读习惯，把握用户的阅读特征，形成有针对性的客户端特色和风格，与众多手机新闻客户端区分开，形成自

己的品牌特色和记忆点是必经之路。要建立用户的品牌忠诚度，形成差异化特点。 

这种差异化特点不仅需要体现在终端的标新立异上，也应该体现在手机新闻客户端的文化表现上，把握川渝文化的特色和

精髓，树立自己的风格。 

第二，高校学生对手机新闻客户端的选择主要集中于行业领头中，大部分具有选择的自主性 

围绕这一部分的用户，仍然是“内容为王”，在新闻内容上，稳扎稳打，扎实安身立命的根本。对于一部分被动接受的用户

来说，这也是每个新闻客户端最容易争取的用户，除却朋友的推荐(仍取决于内容)，推广的力度和方式是重点。与手机厂家的

合作，与新媒体，如微信公众账号、微博红人等的推广，多渠道、多层次地进行新闻客户端的推广。     

第三，上游在重庆地区崛起，但是总体普及度还需大幅度提升 

面对当下的手机新闻客户端市场，想要成为后起之秀，不仅需要体现行业的专业度，更需要重视产品的生产价值，重视原

创新闻，牢牢把握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的资源优势，高效使用记者证，有效利用出版权做原创内容;挖掘突发新闻资源，利用人力

资源优势进行深入调查。 

同时，要积极寻求市场化运作，手机新闻客户端也不能局限于新闻输送，而是应该把握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多年建立的新闻

品牌，在口碑基础上，重视用户的体验，形成新的新闻品牌。以用户为中心，把握服务性，建立与其他品牌的深度合作，实现

与企业、与用户的互利共赢，延伸上游新闻的功能属性。     

手机新闻客户端起始于对不同信息的汇聚，但是随着手机终端的创新和变化，随之带来的也必将是手机新闻客户端的变化。

要保持在前沿状态，不仅要把握时代的需要，更应该努力追寻自内而外的突破和创新。满足用户的需要，形成差异化竞争，适

应变化和发展趋势是上游，也是每个手机新闻客户端要面对的问题。 

附:问卷调查表 

附件 1:重庆高校学生手机新闻客户端使用情况 

调查方法:问卷抽样。 

开始时间:2015-12-l。结束时间:2016-12-25。 

样本总数:519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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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数据来源:http：//www.sojump.com/report/6567290.aspx?qc= 

数据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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