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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新闻史的视野看中国报业的集团化 2005-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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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闻媒介产业化集团化的历史背景 

当代中国报纸集团化趋势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必然结果。要深刻地把握这一

现象，必须把它放在世界新闻历史的宏大背景中去考察。 

从世界新闻史的发展过程来看，新闻媒介（初期主要是报纸）的产业化出现于19世纪30年代。其具体的背景，主要有

三：一是政治民主化的完成。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经过近200年的奋斗，在欧美主要国家，相继建立起以主权

在民相标榜的立宪民主制度。思想自由、言论出版自由成为受到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报纸的第四等级、第四权力的地

位，使其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因素。二是工业革命的进展。大机器生产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也使更多的人

们卷入市场的漩涡。交通技术的进步和印刷技术的革新，使得报纸在短期内大量印刷和迅速发行成为可能。三是城市化

进程。工业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城市，城市不仅是政治、经济中心，而且也成为社会的文化中心和信息中心，

从而为商业化报纸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1833年，美国纽约出现了历史上第一家成功的大众化报纸，紧接着在美国及欧洲各主要国家的重要城市，亦涌现出众

多廉价的大众化报纸。到19世纪70年代，首先在美国，接着在欧洲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出现了控制多家报

纸的垄断报团。进入20世纪后，广播电视相继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许多国家，广播电视一开始就是作为商业企业加入

竞争激烈的新闻市场的，自然会成为新闻媒介集团化进程中的重要角色。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新闻媒介集团化在质和

量的两个方面，均实现了很大的突破。总体而言，这一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单一媒介的集团化。此阶段始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媒介的集团化仅限于报业领域。 

二是跨媒介跨行业的集团化。此阶段始于广播的出现止于20世纪50年代。其重大特点是新闻垄断集团不仅拥有不同性

质的新闻媒介（报纸、电台、电视台、通讯社、出版社等），而且还将经营的触角延伸到新闻传播之外的其他行业。 

三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超国界的集团化。即拥有不同性质新闻媒介的新闻集团不仅涉足于新闻之外的其他行业，而

且将其势力范围扩张到了世界的规模。崛起于50年代初期的由加拿大大人罗伊.赫伯特.汤姆斯创办的汤姆斯新闻集团是

超国界集团化的始作佣者。80年代以来，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默多克创办的国际新闻公司，成为超国界集团化的典范。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跨媒介与跨行业的集团化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均实现了根本的突破。在今年初

发生的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公司的合并，创造了有史以来企业合并金额的新记录。 

中国报业集团化的进展及局限 

从中国新闻历史演变的客观过程来看，报纸的产业化进程并非始于今日。早在本世纪初，就出现了把报纸作为产业经营

的成功报人。如《申报》的史量才，《大公报》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等，都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 

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自建国以来，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新闻传播领域的泛政治化现象极为严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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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报业与社会发展的“剪刀差”

 

作者：张昆┊2005-11-28 

放眼世界，在几乎所有的国家，报业的

发展水准往往是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标

志。富裕发达的社会，拥有高水平的报

业，贫困、落后的国家。其报业得不到

应有的发展。报业作为社会机体的一

环，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它

包……

 

· 中国新闻业的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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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业的结构调整，是指新闻系统中

不同媒介的相互关系及其地位、作用的

重要变化。从历史上看，世界新闻业有

过三次结构调整。第一次是口头新闻的

主导地位为手书新闻所取代；第二次是

由手书新闻时代向印刷新闻时代的……

 

 



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被看成是一种政治斗争工具和宣传舆论工具，无需顾及发行与广告的收益，新闻媒介完全是以

“皇粮为生的事业单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新闻传播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新闻媒介的事业单位性质虽然没有改变，但是需要

按照企业化的原则来经营。社会效益和宣传目的的固然是新闻工作者追求的直接目标，但它也要开始维持自己的生存，

为此它必须追求经济效益。这一变化的发生，与改革开放的历史环境是分不开的，成本效益观念、竞争观念、市场观念

开始进入新闻媒介经营管理者的头脑。人们逐步意识到，报纸、电台、电视台在确保社会效益的基础上，也需要追求自

己的经济利益。长期以来，国内新闻界、理论界一直认为，报纸的集团化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前提的自由主义社会无

政府状态的反映。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原来的认识逐步得到了纠正，报业的集团化也成

为新闻界、理论界的热门话题。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宣告成立，成为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批准的国内第一个

报业集团。以此为契机，新的报业集团不断涌现。到目前为止，国内经正式批准的报业集团已达16个。 

报业集团化的出现，使中国报纸的经济规模扩张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一些大的报业集团的年经营收入接近20亿元人

民币。但是，如果与国外报界进行横向对比，中国报业的集团化程度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初级阶段。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

一些大的报业集团，多为上市公司，其资本市值及年实际收入都在数十亿乃至百亿美元以上。这些差距固然与中国现在

整体的经济水平直接相关，但报业自身及与此相关的一些政策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从世界报业集团化的整体水

平及一般趋势来看，中国报业的集团化在目前还存在着三方面的局限。 

一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报业集团化基本上都局限于地区的范围。虽然报纸的发行部首地方的限制，但在所有权的转移

（兼并、联合）方面，却障碍重重。以至于广东的报业集团不能收购、合并浙江的报纸，或者在浙江创办新的报刊。反

之亦然。这不仅是一个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是报刊对地方党政系统的依附问题。此种依附关系和地方保

护，严重地限制了报业集团化的发展空间。 

二是从目前来看，媒体的集团化只能在同一性质的媒体间进行。也就是说，报业集团不能涉足广播电视领域。同样，电

台电视台也不能创办综合性报纸。这种人为的限制，使得传统媒介之间隔行如隔山。不仅无法发挥媒体之间的互补效

应，也造成了新闻资源的浪费，从而增加了新闻传播的成本。近年兴起的网络媒介，对传统媒介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

了迎接这一挑战，报纸、电台、电视台一方面进行深刻的改革，另一方面则纷纷上网，以至于出现了传统媒介与网络媒

介融合、互补与竞争的态势。 

三是根据我们通行的新闻理论，报纸是宣传工具，必须政治家办报。所以，新闻媒介可以经营其他行业，其他行业却不

能涉足报业、广播电视业。这就使得新闻传播的扩大再生产难以得到其他行业资本的支持，从而限制了报业集团的规模

及其发展的速度。 

报业集团化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当我们跨进新千年的门槛时，展望中国报业集团化的前景，必须认识到，要扩大报业的经济规模，提高其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必然要求打破这些局限。 

第一是打破媒体之间的界限。当前中国报业的集团化主要集中于同一性质的媒介内部。由于政策的限制，报纸不可能涉

足广播电视事业。这与中国现代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是分不开的。中央政府有什么职能部门，在国内从上到下必然有与

之相应的条线。此部门与彼部门之间互不统属，各条战线也井水不犯河水。新闻传播领域也是如此。报纸属新闻出版

局，广播电视属广播电视局，彼此独立，相互设限。这一方面不利于媒介之间的优势互补，另方面则容易造成新闻资源

的严重浪费。如果打破媒介之间的界限，撤出藩篱，推进不同性质媒介之间的融合，不仅有利于壮大新闻集团的势力，

而且还有利于在新闻集团内部统一调配人力财力，充分地利用各种资源，降低经营成本，从而减轻读者的负担。 

第二是打破行业的界限。根据中国现行的新闻政策，报纸可以经营其他的行业，如商业零售、旅游观光、房地产等。可

是其他行业的资本却不能经营报业。限制其他行业的资本流入新闻传播行业，大概是基于新闻媒介的意识形态性质，这

其实是过于担心了。因为在新闻传播领域，是完全可以把编辑权和所有权分开的。如果说，外国资本介入报业，不利于

政治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那么限制本国其他行业资本的介入则不仅是多余的，而且还不理于报纸的发展。在科技迅速

发展、高度商业化的当代社会，报业的维持与发展需要大量的投入，仅靠报纸自身的积累是远远不够的。打破行业的界

限，容许其他行业投资报纸，是推进报纸产业化、集团化的重要手段。 

   



第三是打破地域的界限。如前所述，中国的报业的集团化至今仍局限于地区的范围。甲地的新闻集团要想侵占乙地的报

业市场，必须面对乙地严密的地方保护主义，其困难是难以想象的（至于电视媒介，则由于频道资源的有限性，更有利

于地方保护。如不少省分的有限电视网就是不播湖南卫视的节目，因为与本省的电视节目相比，湖南卫视的节目更受本

地观众的欢迎）。各个地方的报业集团尽管在发行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但是在总体上仍然俨如独立王国。必须打

破地方壁垒，撤销地方保护措施，建立全国统一的报业市场。使各地报纸在国内统一的报业市场中平等竞争。为此需要

调整地方报纸与当地党政系统的关系，使地方报纸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基础上，拥有更大的活动空间，这对于报纸集团化

十分有益。 

总之，中国报纸的产业经营和集团化的水平虽然不高，但是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的

最终确立，随着新闻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及人们对报纸性质、使命、功能认识的深入，报纸的产业发展和集团化必将实现

突破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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