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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香 港中文免費報業的 市 場

壹傳媒旗下的《爽報》自2011年9月19日加

入免費報紙行列以來飽受各方抨擊，無論它的

新聞價值如何，本文有興趣探討的是它為同行

尤其是中文報紙，以及社會所帶來的衝擊。

現時本港周一至周五出版的免費中文報紙

已由2005年的3份增至今年的5份，令免費報

章的每日總發行量上升至300萬份。而免費報

紙的大戰也被形容為由「三國鼎立」時代走至

現今的「春秋五霸」。究竟市民能不能消化多

份免費報紙？收費報章應如何找到生存空間？

報業能否是一場共贏遊戲？廣告是否會隨報章

數目增加而增加呢？

有關5份中文免費報紙的資料列表如下:

報紙名稱 開始日期1 現時平均每
日發行量2 所屬集團

都市日報 15/4/2002 363 784
瑞典集團
專辦免費

報紙

頭條日報 11/7/2005 855 627 星島日報

am 730 30/7/2005 400 730

晴報 27/7/2011 503 000 經濟日報

爽報 19/9/2011 902 385 壹傳媒

就以上資料顯示，現時5份免費中文報紙

中以《爽報》發行量為最多，其次是《頭條日

報》、《晴報》、《am730》及《都市日報》。

但若參考較早前調查結果，則以《頭條日報》

每日發行80萬份居首、而其平均印刷頁數93頁

也為最多，而《am730》及《都市日報》則並

排，每日各也發行40萬份。發行免費報紙的成

本不菲，除了紙費，還有派報員的工資、編採

人員的酬勞、燈油火蠟等，究竟香港能否可容

納5份免費中文報紙？《爽報》又是怎樣後來居

上超越《頭條日報》及它的特色何在?

報刊廣告有增長空間

免費報章的構思及運作其實跟互聯網站一

樣，都是供應免費資訊及娛樂給市民，從而賺

取廣告收入。香港可有5份免費中文報紙之

多，是因為此市場有利可圖，這可從《都市日

報》及《am730》分別於創刊後14個月及22個

月達至收支平衡及星島日報集團於上年度廣告

盈餘達二億四千萬可見。由於廣告收入很大程

度上跟經濟周期有關，免費報章近年賺錢，原

因是香港經濟好轉。收費報章由於有固定的收

入，受經濟周期的影響較小。

免費報章的廣告，大多都是資料性重的平

面廣告，例如教育機構、銀行財務、電腦電子

產品、零售業、美容化粧及成藥、旅遊運輸、

及電訊服務等。這些廣告的資訊不能在三十秒

的電子傳媒廣告中表達，所以免費報章和電子

傳媒沒有直接的競爭。如果市民養成每天閱報

的習慣，報章廣告的效力可能比電子傳媒的還

要高，所以報刊的廣告收入是有增長空間的。

現時免費報章內容跟廣告的頁數比例約4

比6。一份免費報章，就算它每天有100頁廣告

也不會印100多頁，否則它只是傳單而不是報

紙，市民只會覺得不便。免費報章的市場只可

橫向發展，即可以存在多份少頁數的報紙，而

不會存有一份厚厚的獨市報紙。

既然在自由市場中前3份免費中文報章有

可觀利潤，便自然吸入新投資者加入分一杯

羹。但要在眾多免費報紙突圍而出，確需花一

些心思。就新聞內容而言，各間免費報館所提

供資料相若，可說是替代品。因此為避免被取

代，各報館均需為自己定位。以《頭條日報》

而言，它因有強大後盾《星島日報》支持，所

以它能以內容豐富、多角度捕捉新聞及深入分

析見稱，而早成為中文免費報紙的一哥。至於

《am730》則是以中肯報道手法，潮流新聞題

材，新穎版面設計及專欄吸引固定讀者群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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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而《晴報》所走的路線，則以香港本地新

聞及娛樂新聞為主打及走大眾化方向。較新的

《爽報》定位，則在於其多媒體如視頻及音頻

表達方法，務求以另類表達方式吸引一批新的

讀者群。

成功因素及帶來的衝擊

免費報章成功與否，有幾項重要的因素，

而最大因素就是派發的網絡。除了特色與別不

同外，《爽報》派發方法也作了一新突破。一

般而言，派發免費報紙覆蓋點愈廣，可接觸讀

者群便愈多，在地鐵派發，可全天候運作，而

且讀者都是上班一族，量及質都有保證。如報

章的分發受天氣的影響，而且讀者群不明確，

廣告商很難知道信息可否傳到目標消費者中。

所以除了《都市日報》可獨享於港鐵站取閱

外，其他免費報紙均以早上時段於港鐵站沿線

外、商廈、屋

苑、巴士及小

巴站派發，期

望讀者於早上

乘搭交通功具

時間閱讀。但

《 爽 報 》則 試

圖 突 出 此 規

限，除派發時

間地點保留外，更增設傍晚時段，期望以不同

時間接觸不同讀者群。事實上，這等改變確實

為《爽報》開出一條新方向。

那麼《爽報》為同行帶來甚麼衝擊？因免

費報紙賴以為生之道不是在於其收費，而是在

於其廣告效益。而廣告效益又與發行量掛鈎，

所以當一間報館的發行量佔大部份時，不同廣

告商投放在該報館廣告便相應增加，而相對其

他報館不管是免費或收費報紙便相應減少，換

句話說，是影響其他報館的收入。

以往香港有3份免費中文報章時，廣告商

的投資縱然在過往數年有明顯上升，但相信隨

著5份免費中文報章湧現時，此部份投資不會

無止境擴大，相反廣告商更會審慎投放資源。

因此，長遠來說，必須有固定讀者群及發行

量，才是免費中文報章生存之道。

此外，免費報紙之間除可成為對方的替代

品外，部份走大眾化路線的免費報紙更是同類

收費報紙的替代品，故《爽報》的出現便即時

影響部份收費報紙銷路，而當中尤以《蘋果日

報》、《東方日報》、《太陽報》最為明顯，而

《東方日報》及《太陽報》更分別以減價一至

二圓作應對。從中可見《爽報》為同行帶來的

影響。不過這影響只局限於部份報紙，相對於

一些精英報(綜合及財經)影響較少，這可與精

英報的缺乏彈性需求有關，因精英報的需求較

固定及沒有替代品，故所受影響較微。

縱觀以上所言，《爽報》的出現確實為同

行免費報紙及收費報紙帶來不少衝擊，有些是

帶來新思維，有些則是減少了對方的利益。

不過於總結時，本文更想帶出免費報紙對

整體社會的影響。無疑，免費報紙的出現，增

加了港人閱報及相關的時間，而回收免費報紙

也為一些長者帶來額外的收入，可是對於每日

耗紙量300萬份的免費報紙，它所帶來的負面

界外效應也不容忽視。

早前香港環保組織「環保觸覺」一項調查

顯示，以目前香港5份免費中文報紙每日發行

量300萬份統計，單就每星期消耗紙張便超過

2000噸，相當於砍伐3.7萬棵樹，面積等同於3

個半維多利亞公園。

對於免費報紙的報館及普羅市民，是否印

發最多發行量及拿取最多免費報紙為之最大得

益? 對整體社會來看，社會損失又由誰來承

擔?免費報紙能為港人帶來免費訊息時又能兼

顧社會責任嗎?香港的報業可以是既賺錢又有

良心的事業嗎?香港市民能於滿足個人渴望時

又同時盡好公民責任嗎?

1. 資料來源自各大免費報紙的網址

2. 根據爽報於26/11/2011引用香港出版銷數公證會(HKABC)最新銷數審核報告(20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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