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免費報對傳統報業帶來新挑戰。

 

免費報紙對香港讀者市場的影響

  近年免費報在香港湧現，十七份日報當中有四份是免費
報，它們的總派發量每天達一百五十萬份，相信比收費報的
總銷量還更多一些。免費報對傳統報業帶來新挑戰，可說是
繼網上新聞後的另一波衝擊。 

 
  《都市日報》在零二年創刊，憑藉地鐵站的優良位置，
很快就建立讀者群和取得盈利。《頭條日報》和《am730》
在零五年跟進，兩者每天共派發近一百萬份，又開闢了報業
新天地。《英文虎報》在零七年由收費變為免費，發行量大
增，令免費報加入英文報刊的行列。至今免費報在香港已有
七年歷史，是適當時候對它們帶來的影響作中期檢討。 

 
  本文的目的在於了解香港讀者閱報習慣的變化，從而探討免費報對收費報的衝擊。透
過實證資料，我們希望能展示兩種報紙的互動關係和代替情況。 

研究方法 
   本文所採用的資料，來自中文大學傳播研究中心最近進行的一項電話問卷調查，此調

查獲香港研究資助局的資助。調查在零九年四月中進行，用隨機抽樣方式選取十八歲或以
上香港操粵語的居民接受訪問。所得的成功樣本數目為一千零三十四，回應率百份之六十
一。 

 
  問卷有很多條問題，本研究採用的其中一條問題如下：「你通常看哪（幾）份香港報
紙？看得最多的那一份排第一，接下來排第二，餘此類推。」被訪者可自由決定說出自己
看的報紙，所得答案由沒有到最多八份。透過這條問題，我們可知道讀者最常看的是哪一
份報紙，了解到他們通常看多少份報紙，及各報紙的「單項」和「總體」的市場佔有率。
此外，我們又可得知從讀者眼中各報之間的關係。 

 
  同樣的問題也包括在零二年、零四年和零六年的電話調查中，研究和抽樣方法基本一
樣，因此所得的資料可作追蹤式的比較。 

 
香港報紙讀者佔有率 

   表一列出過去八年香港報紙的讀者佔有率。「首份」的欄目顯示讀者最常看的報紙，
「所有」則包括他們經常看的各份報紙總和。表中還有「Yahoo等網上新聞」一項，以計算
頗多年青人閱覽的（非新聞機構網站）網上新聞平台。 

 

  為了更容易了解不同類型報紙的情況，我們把香港報紙分為下列幾類：(一)暢銷大眾
報：《東方日報》、《太陽報》、《蘋果日報》；(二)其他大眾報：《成報》、《新報》；



(三)免費報：《頭條日報》、《都市日報》、《am730》、《虎報》；(四)綜合精英報：
《明報》、《星島日報》、《南華早報》；(五)財經精英報：《經濟日報》、《信報》；
(六)親中報：《文匯報》、《大公報》、《香港商報》；(七)網上新聞：包括Yahoo、Sina、
Google等網上新聞平台。 

 
  整體而言，過去八年香港讀者閱報的格局基本穩定，但其中也有些局部變化。在零二
年，讀者佔有率領先的是幾份暢銷大眾報，接下來是一些精英報（包括綜合及財經類），
之後是一些其他大眾報，最後是幾份有黨派立場的親中報。自從免費報出現，它們一開始
便佔領了中游位置，其讀者佔有率逐步上升，基本上已超越精英報，個別免費報更直迫最
暢銷的大眾報。可以說，暢銷大眾報、免費報、綜合精英報、財經精英報、其他大眾報、
親中政黨報共六個梯次的格局已形成。 

 
  免費報方面，《都市》的讀者佔有率到零六年開始穩定下來，《頭條》加入市場後派
發量不斷上升，讀者量穩佔第三位，而《am730》的讀者人數也有上升。免費報合計的「首
份」讀者佔有率從零六年的百份之九升至零九年的百份之十九，「所有」讀者佔有率更由
百份之四十升至百份之六十六，三年間的增幅驚人。 

 
免費報升收費報跌 

   從表一最下面的「總數」一欄可見，香港閱報的人多了，特別是在多兩份免費報創刊
之後的零六年。尼爾森的媒介指數報告也指出，在零五年香港人昨天曾看報的比例是百份
之七十，到了零八年此比例上升至百份之八十一。看免費報的人所花的時間相對較少，因
不用花錢購買，所以看報的心態可能也不同。而且免費報還算是近年的新事物，故此在回
答調查時可能會低估了免費報的閱讀情況。相信日後讀者看免費報成為更持久的習慣後，
回應調查時會更準確，因而日後免費報的讀者佔有率有可能進一步提高。 

 
  免費報之得，某程度上是收費報之失。收費報中的大眾化報紙所受的影響，比精英及
財經類的報紙為大。根據香港出版銷數公證會的數據，從表二可見，以零一年和零八年作
比較，《蘋果》的銷量下跌了百份之十五，《明報》下跌了百份之十三，《南早》下跌百
份之九，《經濟》則沒有升跌。而免費的《都市》的派發量從零二年到零八年上升了百份
之十五，《頭條》和《am730》從零五年到零八年分別上升了百份之三十九及十三。 

 

  在免費報的影響下，大眾報表現各異，個別銷量下跌情況較明顯。精英報的走勢也各
有不同，財經方面的所受影響甚微，而《星島》竟然不跌反升，可能是和同一集團的《頭
條》和《虎報》產生協同效應，增加了聲勢。政黨報的市場佔有率一向偏低，它們受免費
報的影響不明顯。非新聞機構的網上新聞平台在近年有長足發展，其市場佔有率冒升，但
這可能和免費報的崛起無關。 

 
  免費報對讀者市場可能帶來不同的後果，包括「不變」、「累積」、「新增」及「代
替」四種可能的讀者流向。現在看來，它既有「累積」效果（原來看收費報的人也看免費
報），也有「新增」效果（原本不看報的人現在也看了），更有相反的「代替」效果（原
來看收費報的人轉去只看免費報）。從數字上可見，「累積」和「新增」的宏觀效果，整
體而言還是比「代替」的微觀效果為強，但個別流失了讀者的報紙就面臨實質的威脅。 

 
不同類型報紙的關係 

 



  香港有不同類型的報紙，如果從讀者的角度看，它們之間的代替和雷同關係如何？透
過讀者自己表示所看的「報紙群」，我們可得出表三的數據。免費報之間的代替性很強，
亦即它們在讀者眼中是頗為相似的。收費報較免費報有優勢，其「代替流失比率」較低，
即是說收費報的讀者流失到免費報的比例，低於相反方向的流失比例。 

 
  免費報與精英報的代替關係較弱，而免費報的「代替流失比率」就比精英報的低，因
而有相對優勢。免費報和（非新聞機構的）網上新聞平台有些關係，而免費報就較不易被
後者代替。大眾報和精英報也有若干代替關係，而前者較不易被後者代替。現時（非新聞
機構的）網上新聞平台不容易代替收費的大眾報及精英報，但這些平台就較易被大眾報代
替。 

 
  表三顯示大眾報的位置仍是最強，但來自免費報的威脅愈來愈大。加上經濟不景、來
自網上報的挑戰、年青讀者口味的變化、更多新聞平台的出現，令傳統的收費報面臨很大
壓力。 

 

  根據筆者去年做的另一項調查，香港的成年人中，有一成人不看任何報紙，近三成只
看收費報，分別各有半成人只看免費報及網上報，其餘過半的人同時看最少兩類報紙。如
果純以免費報計，有五成的人經常看，相對於六成人經常看收費報，兩者的比率頗接近。
將來的走勢，可能更有利於免費報。 

 
  本文分析了免費報對收費報在讀者方面的影響，接下來可進一步了解兩類報紙讀者的
異同、報業廣告市場的影響、個別報紙機構的應變策略，再加上和網上報三者之間的關
係，作追蹤式的比較研究，這有利於我們了解「報紙會否消亡」及「新聞業何去何從」這
些世紀大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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