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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与当代中国新闻体制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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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名思义，“二元化”的新闻传播事业体制，就是由两种因素决定和起作用的新闻传播事

业体制。不同于单一集权化或单一市场化的“一元化”的新闻传播事业体制，它的建立、发展

同时受到来自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双重制约和控制。“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长期的对立和并

存”是对“二元化”的最简略概括。（1）日本“二元化”的新闻传播事业体制形成于封建社

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事业也逐步走上了“事业单位，企业化

经营” 的“二元化”道路。两国的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在构建“二元化”新闻传播事业体制

的过程中具有一些共性特征，但由于产生两国“二元化”新闻传播事业体制历史背景不尽相

同，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对两者所起的作用产生了差异性。  

  一、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在促进“二元化”新闻传播事业体制形成中的不同作用  

  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东方大国都不约而同的构建了“二元化”的新闻传播事业模型，而其间

的时间间隔却足足有100多年。对于这两个君主观念都十分强烈的亚洲大国，新闻传播事业

“二元化”体制的形成似乎是一种必然，而推动两国“二元化”新闻传播事业体制最终实现的

因素却是经济系统。如果说政治系统的特点——专制君主集权使两国“二元化”新闻传播事业

体制的形成具有某种必然性，那么经济系统——资本元素的注入则为其提供了可能性。  

  西方“文明者”分别在1840年和1853年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两国紧闭的国门，清政府面对西

方先进的文明无动于衷甚至仇恨万分，继续固步自封的做着“皇朝至上”的美梦，而日本统治

阶级在经历民族危亡恐慌的同时也被西方世界的文明深深吸引。明治天皇上台伊始就大刀阔斧

的进行维新改革，大力倡导学习西方。日本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迅速增加，日本的新闻传播

事业也不可避免地步入了西方式的追求言论自由和经济利益的时代。虽然统治阶层仍牢牢的掌

控着新闻传播事业，但为了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在经济和科技领域也给予了新闻传播事业一

定的自由发展空间。这样，在政治系统——传统的封建因素——掌控新闻传播事业的同时，经

济系统中资本因素的注入使日本的新闻事业开始用两条腿走路。资本因素的不断扩张要求进行

市场竞争，要求新闻自由。而经济系统的这种要求必然受到来自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政治系统的

压制，经济系统渴望挣脱政治系统的束缚，而政治系统不断对经济系统进行打击、矫正，两种

系统的矛盾斗争使日本新闻传播事业的“二元化”特征逐步形成，确立、发展。  

  促使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二元化”特征最终形成的经济因素却迟迟没有到来，直到1978

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经济系统的作用才开始得到重视，才逐步取得和政治系统并驾齐

驱的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走向了

市场经济，这种转变给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带来了冲击，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如果继续搞单一

的“国家控制”模式，无视经济系统的变化，长此以往，必然会又一次经历倒退和专制。为了

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国家将新闻传播事业的管理权逐步放开，把它放入市场，让它参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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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但这种放开是带有始试探性、保守性的。新闻传播事业走向市场的同时，政治系统对

其仍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关注，牢牢控制着它来进行政治统治和舆论引导。这样，尽管时间上

晚了一些，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也开始进入“二元化” 体制的时代，开始被赋予了“双重人

格”。经济因素影响力的壮大使“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突破了单一‘事业体制’的藩篱，走上

了‘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的‘二元’轨道”。（2）  

  二、由于产生“二元化”新闻传播事业体制的背景不同，两国起主导作用的系统也不同  

  日本“二元化”的新闻传播事业体制中，政治系统——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政治集团的统治

始终占主导地位。这是因为日本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进程是通过明治天皇推行的自

上而下的维新改良而完成的。这种维新改良方式的后果是：必然带来新的经济系统发展的不彻

底性。经济系统的每一步前进，都要受到政治系统严密的监视、严格的控制，当资本主义经济

因素开始渗透到新闻传播领域并得到极大欢迎时，政治集团对之的警惕性也愈加强烈。“明治

维新”之后，日本虽然已经步入了资本主义社会，但这种跨越两种社会形态方式的特殊性，使

日本经济系统中的资本因素无处不受政治系统——封建集权的支配和掌控。资本家的胆小、懦

弱、服从，以及对皇权庇护的渴望，使资本因素在面对强大的封建集权时畏首畏尾、唯命是

从。资本因素和集权因素，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的斗争中，后者总是赢家。这样的历史背景决

定了日本“二元化”新闻传播事业体制中的主导一方是政治系统，政治系统决定着日本新闻传

播事业的发展方向、前途命运。  

  相对日本，当代中国“二元化”的新闻事业体制则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当代中国新闻事

业“二元化”体制的出现更多的是经济系统推动的结果，是我国政治系统在经济系统面前对自

身做出的调整、适应和主动融合。中国新闻事业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标志着中国新闻事

业“一元化”时代的终结。市场经济带来的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商业化、全球化极大地改变了中

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格局。但是，这一改变并不意味着那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对新闻传播事业

完全放弃，国家和政党仍牢牢地把握着对新闻传播事业的掌控权，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仍受到

来自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政治传统的惯性跌宕。在我国，几乎所有的新闻事业都直接或间接

受国家和政党的控制和管制，都被冠上了“事业单位”的帽子。另一方面，我国的新闻传播事

业受市场化、商业化、信息化、全球化的影响，不得不纷纷走上了“企业化经营”的道路。这

样，“传统的政治因素对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起作用的同时，全球化、市场化、商业化为特征的

经济因素也具有解构政治因素的控制力，建构自身影响力的野心和可能性。”（3）这一格局

的形成是在面临经济发展问题时，政府在政治上做出的一大让步。将新闻事业放开是需要冒风

险的，新闻事业往往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 “喉舌”和舆论控制工具。这种经过艰难思考

后作出的决定在今天看来是明智的、成功的。这种“二元”体制起码就目前来说，对我国新闻

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  

  三、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不同的融合程度对推动两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正反向作用  

  “二元化”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需要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共同推动来完成，只有当政治系

统和经济系统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形成方向相同的合力时，才能有效地带动新闻传播事业的

发展。反之，如果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向不同的方向使劲儿，甚至相互较量，以战胜对方为目

的时，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就会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  

  日本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进程是由封建性质的天皇集团领导完成的。这种奇

特的方式使日本并没有成功地彻底地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进入了“二元化”的社会。在

当时的日本，较之羸弱的资本主义因素，封建集权主义异常强大。封建统治阶级用手中的特权

对资本主义因素进行压制、打击，日本新闻界掀起的争取新闻自由的浪潮一次又一次遭到了日

本政府的高压制裁，新闻事业始终是统治阶级紧抓不放的“棋子”，无法保持其对政治系统的

独立性，同时也失去了其监督政府的功能，成为了统治阶级的“指挥棒”和“传声筒”。加之

日本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民族心理等因素的推动，日本“二元化”的新闻传播事业体制最终产生

 



癌变，异化成为了“法西斯”新闻传播事业体制。这种“二元化”的社会结构体系在新闻传播

事业中的放大对日本的“法西斯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阻碍了新闻事业的进步、发展。  

  当代中国“二元化”的新闻传播事业体制赖以存在的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是相互适应、互

相促进的。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在对新闻事业施加影响时，由于最终目的——服务广大人民群

众——相同而能够互相合作。我国的新闻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兼顾经济和社会的共同效益，正

是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合力推动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不仅出色的完成了政治系统赋予的舆论引导的使命，而且也为我国的新闻事业进一步市场化，

参与国际竞争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实力。实践证明，这种“二元化”的新闻传播事业体制

促进了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注释：  

  （1）《外国新闻史教程》 李磊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年 第142页。  

  （2）《试论社会转型时期的新闻转型》 孔祥军著 《新闻与传播》 2004年第2期。  

  （3）《传媒时代文化领导权的重建》 孟繁华著 《文化研究》 2004年第1期。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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