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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青年的视角看世界——《重庆青年报》差异化定位的有益尝试 

李 杰 

【摘 要】《重庆青年报》自 1986 年创刊以来一直在为自己的青年定位和特色而努力，但 20年来，品牌仍是《重

庆青年报》生存壮大的瓶颈，制约着报纸的发展。《重庆青年报》迫切需要注入一种新的力量，推动它创立真正高

水平的报纸品牌。2006 年 5 月 30 日，《重庆青年报》全面改版上市，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它高调提出

“以青年的视角看世界”的核心办报理念，给报纸一个明确的定位：一张极具青年特色的差异化的城市主流报纸。

《重庆青年报》以强烈的青年特色和区别于其他都市报的差异化定位，着力塑造青年品牌，占领青年市场，走出重

庆都市报的同质化泥淖，成为重庆媒体中的一颗新星。 

青年特色——《重庆青年报》的核心竞争力 

《重庆青年报》的办报理念和精确定位决定了“青年特色”就是该报的核心竞争力，而历史和现实的条件又成就了重青报

特有的市场优势，使之在重庆报业市场迅速开疆拓土成为可能。 

办报理念和定位 2006 年 5 月 30 日《重庆青年报》改版上市，提出了“以青年的视角看世界”的核心办报理念。“城市主

流报纸”是为报纸定性，是以刊登综合性新闻信息为主的都市类报纸，主要读者群集中在重庆市主城区。“主流”是为报纸定调，

《重庆青年报》改版的目的是为了重新塑造属于自己的品牌，使《重庆青年报》获得读者的认可，成为重庆的品牌报、精品报、

主流报。 

“极具青年特色”是为报纸定向，走的不是面向普通市民的都市报路子，而是把读者进行精确区分，以 30 岁为中轴，以

20 岁和 40 岁为辐射范围，读者群在年龄结构上严格定位于 20～40 岁之间的人群。这样一个青年读者的定位，就使得《重庆

青年报》从青年视角出发，遵循青年理念，在版式设计上、版面内容设置上、新闻内容的取舍上，包括同题新闻的另一视角处

理上，都以“青年读者爱不爱读、青年读者感不感兴趣、青年读者关不关注”为出发点，并作为检验新闻内容符不符合报纸定

位的标准，以此张扬个体差异，彰显市场竞争力。 

读者群和市场优势青年是社会的主流中坚人群，有较大的购买力和发展潜力，是每家媒体都竞相争夺的读者群，《重庆青年

报》把这部分人群定位为自己精确的读者对象，经过了详细的考察、论证和分析。与其他媒体泛读者群相比，《重庆青年报》精

确读者定位是基于以下优势考虑的： 

1.主管主办单位优势 

共青团重庆市委是《重庆青年报》的主管主办单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定位青年特色是《重庆青年报》的本份和职责，也

是最大的优势。共青团系统是一个庞大而健全的组织系统，占主体地位的青年团员的创业、成长、婚恋等等都是《重庆青年报》

应该锁定关注的内容。 

2.长期的历史积淀优势 

重庆青年报》创刊 20年来青年特色——《重庆青年报》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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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青年报》的办报理念和精确定位决定了“青年特色”就是该报的核心竞争力，而历史和现实的条件又成就了重青报

特有的市场优势，使之在重庆报业市场迅速开疆拓土成为可能。 

办报理念和定位 2006年 5月 30日《重庆青年报》改版上市，提出了“以青年的视角看世界”的核心办报理念。 

“城市主流报纸”是为报纸定性，是以刊登综合性新闻信息为主的都市类报纸，主要读者群集中在重庆市主城区。 

“主流”是为报纸定调，《重庆青年报》改版的目的是为了重新塑造属于自己的品牌，使《重庆青年报》获得读者的认可，

成为重庆的品牌报、精品报、主流报。 

“极具青年特色”是为报纸定向，走的不是面向普通市民的都市报路子，而是把读者进行精确区分，以 30岁为中轴，以 20

岁和 40岁为辐射范围，读者群在年龄结构上严格定位于 20～40岁之间的人群。 

这样一个青年读者的定位，就使得《重庆青年报》从青年视角出发，遵循青年理念，在版式设计上、版面内容一直努力以

青年读者代言人的面貌出现，虽然在重庆媒体中位于二线，但也培养了大量稳定的读者，在读者心目中形成了“重青报——青

年人的报纸”的普遍认识，这种深厚的历史积淀，为《重庆青年报》这次改版和强化青年特色、塑造青年品牌奠定了历史基础。 

3.精确的年龄定位优势 

其他都市报读者群面积较宽泛，对各个年龄层具有普遍适用性，却不利于广告商的精准投放。《重庆青年报》把自己的读者

群进行了精确定位，主体读者群从年龄结构上来看，是 20～40岁之间的人群。精确的年龄定位，便于报纸进行内容控制，也深

受广告商的喜欢，对于报纸来说实属双赢。 

关注青年——《重庆青年报》的首要任务 

《重庆青年报》提出了“以青年的视角看世界”的核心理念，该理念要求把“关注青年”作为报纸内容的首要任务，《重庆

青年报》从策划、报道角度、版面设置、视觉设计四个方面全方位强化青年特色，关注青年，塑造名副其实的青年品牌。策划

报道强化青年群体关注重大策划报道最能体现一份报纸的特色内容，《重庆青年报》也非常重视策划报道，自改版以来，就一直

从策划报道角度强化对青年读者群体的关注度。 

比如在世界杯期间，《重庆青年报》结合青年读者的兴趣，特别开辟了两个言论版：“渝论”和“MyBlog（我的博客）”，既

生动活泼又时尚新锐，深受青年读者的喜欢。改版首日，《重庆青年报》在头版头条推出了该报策划并承办的“2006首届重庆民

营经济十大风云人物评选”活动的报道。系列报道推出后，在社会各界尤其是民企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好评如潮。 

新闻写作也从青年角度着手《重庆青年报》的新闻写作也从青年角度着手，挖掘青年人的看点，写出对青年的影响。《重庆

青年报》新闻的着眼点也尽可能地往青年人群上靠。编辑在编辑内容和制作标题上尽可能把符合青年特征的构成元素放在内容

主体上和标题上来说，每个版面的头条新闻尽可能安排“青年特色”的报道。记者和编辑配合，共同完成了《重庆青年报》的

预想定位，保证了青年特色的持续稳定。 

比如，2006年 6月 12日，同城媒体都报道了关于全球城市竞争力的报道，其他媒体都把标题选定在了“全球城市竞争力重

庆排名 108位”，而《重庆青年报》的标题是“重庆就业率居全球 28位”，从就业的角度入手，更贴近了读者，吸引了青年读者

的关注度，而且“28”的排名显示了重庆在单项指标上更具竞争力，维护了重庆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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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设置增加青年特色栏目版面设置是《重庆青年报》全力打造的最能体现青年特色的招牌，改版以来，《重庆青年报》在

原有基础上变更、增加了几个特色版面：青年聚焦、青年职场、青年观察、青年游戏、青春校园等等，集中突出了青年视点，

营造出青年氛围。 

1.娱乐、体育版面以“青年”冠名 

重庆青年报》把最受青年关注和喜欢的娱乐、体育版从其他版面中独立出来，重新冠名：“青年娱乐·明星”、“青年娱乐·综

合”、“青年体育·足球”、“青年体育·篮球”、“青年体育·聚焦”等，从版面名称开始突出青年特色。 

2.特色版面、特色栏目专攻青年特色 

除了日常版面以外，《重庆青年报》还增加了“青年职场”、“青年观察”、“青春校园”、“青年游戏”、“QQ热线”、“青年阅读”、

“青年聚焦”等新特色版面，使报纸的“青年”味道一下子浓了起来，有效地体现了办报的思路和方针。 

视觉设计符合青年时尚感觉。“读图时代”、“注意力经济”、“眼球经济”等等说法，无不是在表达“视觉设计”的重要性。

尤其是纸质媒体，视觉效果的好坏，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影响报纸采编市场化程度高低的重要因素。《重庆青年报》由于青年读

者的定位，更加重视图片的运用，包括剪裁、位置、内容的取舍，线条、色彩、图片的运用和版面内容的巧妙切割等。改版之

后的新版式一改以前跨度大、破栏狠、重色彩的样式，巧妙利用线条，合理分割版面，使版面显得清爽、雅致，更符合青年读

者的审美追求。 

青年品牌营销——《重庆青年报》的可持续之路 

除了定位的准确、内容的精雕细琢外，其他环节的配合也是一份报纸成功必不可少的元素。《重庆青年报》在人才、市场、

管理方面采取了相应措施，形成整体攻势，塑造青年品牌。 

人才战略：《重庆青年报》品牌之支柱《重庆青年报》素来有“重庆媒体的摇篮”之称，稍微成熟一点的记者或编辑，在不

长的时间内，有的甚至在一两个月内就会跳槽，以至于报社的采编实力相当薄弱。根据这种情况，报社制定了详细而有针对性

的培训计划，实行积极的人才战略，改变了以前那种“月月有人走”的局面，报社员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得到了增强。 

内容战略：《重庆青年报》品牌之灵魂《重庆青年报》特别强调报纸的内容本位，为了使“以青年的视角看世界”的理念更

加明确，从版面、图片、标题等方面细化提出了《重庆青年报》采、编、校质量的 8项要求： 

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用责任意识把握好每一篇报道，用大局意识把握好每一篇报道，用发展意识把握好每一

篇报道；在报道中涉及企业、商家的负面内容，点名要慎重，并不影响报道公信力的内容不点名为好，不做损人不利己的报道；

校园、教育类稿件要注重质量，坚决杜绝零价值新闻上版；图片新闻报道要加强，内版图片尺寸、规格要统一规范；图示、图

表、漫画要加强，要充分发挥它们的新闻表达和美化版面的双重作用，要注重已有的彩版和套红版的运用；标题要坚持先准确、

后生动，利用文中原话做标题时，不能断章取义，要考虑这句话在文中的关系及是否为中心主题；编辑要有版面经营意识，要

牢记版面的经济效益，不能用版面来做既无市场价值又无社会价值的报道；采访中心以每周探讨一个主题的形式来展开，深化

改版特色思路。 

在这 8 项要求的基础上，《重庆青年报》还坚持“特色攻坚”的战略之路，《重庆青年报》认识到自己虽然在向青年特色办

报的路子迈进，但离市场的要求还远，还未完全形成自己成熟的独立的风格，所以在总编的带领下，全体采编人员广开思路，

从教育、人才、创业、职场、情感、深度、话题等 7个方面全方位诠释和体现青年特色，坚持“特色攻坚”。 



 

4 

市场战略：《重庆青年报》品牌之关键《重庆青年报》除了依靠自身人才和品质来提升形象外，还注重市场战略，依靠市场

的力量来提升报纸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 

1.利用媒体间合作提升报纸影响力 

《重庆青年报》信息咨询部在 7 月中旬与我国三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网易分别签订供稿协议，据统计，在一个月的时

间里，新浪网采用《重庆青年报》稿件 1300 多条，网易采用了 500 多条，搜狐采用了 400 多条。《重庆青年报》还与中央电视

台新闻频道早间节目“朝闻天下”和经济频道“马斌读报”节目达成了合作用稿协议。和其他媒体间的合作，大大提升了《重

庆青年报》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利用策划活动来扩大报纸知名度 

利用策划活动是《重庆青年报》扩大知名度的主要方式，《重庆青年报》在改版当天就独家策划了“2006首届重庆民营经济

十大风云人物评选”活动。随着活动的展开，《重庆青年报》的影响力也逐渐扩大。 

管理战略：《重庆青年报》品牌之保障《重庆青年报》为了塑造青年品牌，全体采编人员齐上阵，制定了合理的管理战略，

保障《重庆青年报》品牌塑造工程的正常运行。从改版之日起，《重庆青年报》总编辑就对自己实行了采编全流程工作制，即白

天、晚上拉通上班，坐阵一线，指挥办报。这样既能贯穿一致的采编思路，又便于带好队伍、管好队伍，从实际效果来看，拉

通值班取得了报纸质量明显提高的效果。 

改版之前，《重庆青年报》通过内部人员的调整和组合，组建了报社基本业务管理框架，科学构建了业务机构，最大限度地

发挥了各个业务部门的作用。此外，《重庆青年报》上下同心协力关心经营，贯穿全员经营的方针为报社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 

从理念到定位，从内容到质量，从采编到管理，《重庆青年报》进行了彻底洗脑换血，齐心协力立足青年，服务青年，塑造

青年品牌，避开了重庆报业市场的同质化泥淖，尝试着走出了一条极具市场前景的特色化路子，叫响了重庆报业市场上的青年

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