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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媒研究新视野丛书（第2辑）：中国农村类报纸转型研究》作者首先将《南方农村报》和中
国农字类报纸的出现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并对现状进行充分考察。
然后联系农村报转型之艰难，提出一连串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国传媒业中这一独特报种“弱质”的根
源何在？
农村类报纸有没有可能通过转型实现“中兴”？
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语境中和国家实施文化体制改革的制度框架内，农村类报纸怎么转型
？
这既是值得传媒业界思考的问题，也是作为学者研究农字类媒体的思路和目标。
陈娟围绕这些问题调研、分析，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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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娟，70年代生，长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西安两地。
新闻学博士。
曾就读于西北大学化学工程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有多年媒体从业经历。
2004年到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至今，主要从事传媒实务方向的教学和科研。
近年来在《国际新闻界》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著作（合著）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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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999年3月，谢开育接任总编辑，将报纸清晰地定位于“专门为农民说话，专业为
农业服务”。
这一定位抓住了涉农媒体的立身之本。
但如果仅限于此，还不能算是一种对前人的超越，因为在80年代《广东农民报》时期，“乐为群众服
务、敢为群众说话”的定位就是其成功的内在原因。
其超越之处在于，将“市场”的理念引入报纸定位，在上述大方向定位明确的基础上，《南方农村报
》对受众进行了“细分”，“以经济实力和求知欲相对较强的种养专业户、农科员、农村中的意见领
袖和农资经销商为主要受众；以乡村干部、县以上各级机关农口线官员、开拓农村市场的各类企业主
和经销商，以及农村问题研究者为值得争取的受众。
” 可以看出，上述细分实质上是《南方农村报》对市场——从经济学角度讲媒体的受众就是市场——
进行的重新定位，定位的指导思想就是：偏重“有价值”的受众。
“有价值”指的是受众对媒体来说是具有经济效用和社会效用的。
因为，种养专业户、农资经销商、企业主等群体，能够成为报纸的主要经济来源，抓住了这些群体，
媒体就不愁发行和广告。
而比较容易获得直接的经济效益；农村中的意见领袖，在农村社会，甚至更广泛的涉农领域，拥有话
语权，得到他们的认可就可以扩大报纸的影响力，进而转换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对市场的细分，使“南农”走上转型之路。
 2.新闻产品设计：由“宣传主导”转变为“受众需求”导向，并进一步明确为“守望农民利益，启智
育能，监督权势，促进善治” 对市场的重新定位、对受众的细分必然会引发新闻生产领域的变革，首
当其冲的是新闻产品设计思想的变化。
在转型初始期阶段，“受众需求”导向成为新闻产品设计的指导思想。
考虑到受众对政策、法律、科技、市场、娱乐等方面信息的需求，《南方农村报》在内容安排上设置
了时政社会新闻、农村经济和文化娱乐三大板块。
在市场主打产品上，从1999年起，报纸一直把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新闻首要
选题，开始了大量的批评报道，报道题材涉及领域广泛，报道深入到农村的最底层，鲜活而犀利，这
种报道风格一直延续到2005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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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为研究者，研究成果的价值在于可否作为范本，能否在实践中进行应用，是否有普遍的指导
意义。
陈娟利用在《南方农村报》调研的机会，深入了解该报的市场化生存的状况，对中国农村类报纸的市
场化转型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剖析，并对其转型的方向进行了理论探讨。
　　·如今这一研究成果由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了，我们期待的是作品对业界的指导作用。
在社会转型变革中，留下来坚守的农字类媒体本来已经不多了，如今又碰到新媒体“雪上加霜”的挑
战，　“坚守者”还能坚守多久？
建议业界人士尤其是从事农字类媒体工作的新闻人能看看这本书，也许能借以走出迷茫。
　　·尽管各地、各报的情况千差万别，书中讲的一些观点和做法不完全与当地的情况吻合，但该书
提出的问题、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是可以启迪我们的思路、打开我们的眼界、拓展我们的视野的。
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媒体市场化、新媒体挑战，大家所处的这种大环境都是一样的，因此书中所谈
到的《南方农村报》的经验，对各类农字类报纸来说也是有普遍的借鉴意义的。
　　——范以锦（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原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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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农村类报纸转型研究》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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