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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世界报》的改革实践 

时间：2003-7-9 21:06:14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郑园园 阅读1212次

  

 我担任人民日报驻法国记者期间，每天必读的报纸是《费加罗报》与《世界报》，它们分别

是法国第一、第二大报，前者是日报，后者是晚报。一般认为，晚报以报道市民生活为主，重

要性不及日报。如果这样认识《世界报》就错了。《世界报》在法国国内有300多名记者，在

全球约30个国家有30名常驻或特约记者，它不仅报道法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育

等，还给国际报道很大的空间。《世界报》的发行不限于法国，全欧洲、北美以及大多数非洲

国家都有它的订户。总之，这是一份层次高、具有国际影响的报纸。 

  这份长期被知识分子所喜爱的报纸，有独立办报的传统，资本结构独特，最近几年《世界

报》大力改革，实现报业集团化，取得骄人的业绩，其直接表现是报纸发行量上升，接近60万

份（法国人口为6000 万），直逼《费加罗报》。《世界报》在保持品位、保持档次的前提

下，走集团化道路，进一步赢得读者，赢得市场，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 

  《世界报》的办报原则 

  《世界报》是于贝尔·伯夫—梅里联合一批独立报人于1944 年创办的，伯夫—梅里为这

份新报纸确定了四大原则：国际视野、保持质量、维护独立、信守承诺。其中，“维护独立”

是核心。《世界报的风格》一书这样概括该报的办报思想和风格：“在公共生活的一切领域，

它忠实于事实，对事实负责”，“它不为任何权力服务———无论是私人权力还是公共权力；

它力求成为一份独立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权力的报纸。” 

  冷战后，为了适应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世界报》在坚持独立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拓

展办报思路，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世界报》提供更全面、更完整的

报道”。编辑部负责人洛朗·格雷伊萨姆认为，与这一思想相适应的工作原则是，一对事实负

责，二对读者负责。对事实负责，意味着报道客观、准确、全面；对读者负责，意味着在一个

常常是难以理解的、很不确定的世界上，为新闻事件提供清楚的、条理分明的报道。《世界

报》的记者不为任何权势写作，《世界报》的编辑坚持让各种声音在报纸上得到反映。为履行

这双重责任，采编人员不得根据个人好恶，不得依据个人信仰选择新闻，选择标准只有一个，

即新闻本身的重要性，如它是否影响、冲击、颠覆我们的生活与社会。 

  谦虚、开放、广开言路是《世界报》编采人员应有的工作态度，它意味着摒弃狂妄自大和

自满自足。历任总编坚持这样的理念：《世界报》应该是一个公共空间，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观

点都有自己的位置，报纸应当让读者在阅读和思考中形成自己的观点。 

  有两个报道实例很能体现这种办报思想。2000 年9月，《世界报》独家刊出了巴黎房地产

巨头梅里的录音带遗言，事涉巴黎市政府在大巴黎地区公共工程中收取巨额回扣问题和政党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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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也涉及现任总统、时任巴黎市长的希拉克。录音文字刊出后引起轰动，持久地影响法国的

政治生活，引起关于总统是否应享受豁免权的争论。另一实例是2001 年7月12日，在国际奥委

会投票决定2008 年奥运会举办城市的前一天，《世界报》在头版刊出社论文章《请把票投给

北京》。巴黎和北京是竞争对手，当时法国舆论认为巴黎是条件最好的城市，从上层到民间，

也都认为巴黎胜券在握。《世界报》和法国主流舆论唱反调，表达它支持北京的立场，认为支

持北京主办奥运就是支持中国改革开放。该社论虽然不能影响国际奥委会成员的投票意向，但

《世界报》认为重要的是亮明自己独立的立场。“独立”是《世界报》的“天条”，历经60年

的岁月沧桑而不变。伯夫—梅里辞世已经30年了，他的名字和现任社长名字并列，印在报纸扉

页的右上角，这表达着《世界报》同仁对他的永久纪念，也标志着他确立的原则始终得到遵

守。 

  《世界报》属于谁 

  独立的办报原则，决定了《世界报》的财政也是独立的，必须自负盈亏。没有政府和政党

资金的支持，也没有财团作后盾，资金从哪儿来？换句话说，这张报纸属于谁？ 

  1944年，伯夫—梅里和其他创办人出资，成立《世界报》有限公司，使这张报纸得以问

世。7年后，伯夫—梅里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向本报编辑出售28％的股权，使他们成为《世

界报》的共同拥有者。根据合同，报社的任何重大决策或人事任免，若没有编辑的同意，不能

获得通过。这意味着，从1951 年起，编辑就和报社最高领导在一起，形成一个“利益共同

体”，分担责任，共享利益。拥有28％股权的编辑，对报社的大政方针拥有发言权，这就形成

了强有力的制衡机制，使报社内部决策更为民主。这个规定至今有效。领导层与编辑在决策问

题上虽然有过摩擦和意见冲突，但大体能协调一致，说明这种股权制行之有效。这是《世界

报》资本结构最基本的特点。 

  1968年股权进一步向报社的其他人员开放，5％的股权出售给普通干部，4％的股权出让给

普通职工，至此，《世界报》所有员工都有了股权。不过，股权之间是有差别的，领导层和编

辑拥有的是A股权，普通干部和职工拥有的是B股权，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利。这种独特的内部资

本结构一直维持到80年代中期。1982 年到1985 年，在法国经济总体下滑的背景下，《世界

报》的发行量下降了8万份，广告收入下滑，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世界报》不得不打破

成立40年来的禁忌，于1985 年设立“读者股”，首次向外部开放资本。读者股被引进“场外

交易市场”：凡在金融机构（银行、邮局或货币兑换所）至少购买了《世界报》一份股的人，

都是读者股股东。1985年《世界报》用这个办法使1500万法郎的资金进入《世界报》；1987年

获2100万资金；现在，读者股占总股权的11．3％。 

  不论资本向何人开放，《世界报》最警惕的是编辑大权不落到外人之手，这是保持报纸独

立性的关键。外来资金参股的章程中，明确写道：“股民关心报纸的独立性，关心报社的经济

发展，希望对报纸的发展作贡献，而无意干涉报纸的编辑业务。”那么，除了分红，《世界

报》还向他们提供什么权利呢？他们可参加一年一度的股东大会，参加《世界报》组织的文化

活动，参加与该报领导人会谈等活动。 

  1985年以后，《世界报》继续对外开放资本，新成立的还有“企业股份”等，外来的资本

已占总股权的47％，但这些资金持有人还是没有参与编辑决策的权力，这种状况近期是不会改

变的。《世界报》上班之早是出名的，编辑必须在早晨六点半以前到报社，八点前开完编前

会。会上讨论的是各版内容、社论主题等，社论题目一经确定，必须在10点以前完成，10点半

出大样，下午2点报纸就出现在巴黎的报亭。《世界报》工作节奏紧张，上班时间长。该报国

际部副主任弗朗西斯·德隆告诉我，早六点，晚六点，他每天在报社呆12个小时，下午报纸出

版后，还得留下来为第二天的工作做准备。据他介绍，报社对工作时间没有硬性规定，但大多

数编辑都自觉地工作这么长的时间。他们这样敬业，是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是报社真正的主人，

通过工作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也得到丰厚的回报。《世界报》编辑的平均月工资为4400 

 



欧元，和法国高级工程师的工资水平相当，这还不包括他们作为股东得到的分红。 

  走上集团化道路 

  1997 年，《世界报》设立了一种职工储蓄方式，全报社职工500人，每人每月从工资中提

出152欧元参加“共同投资基金”。“共同投资基金”的股价增长很快，1997年12月至2001

年，4年间，总股值从137万欧元增加到1524 万欧元，为报社走集团化道路准备了资金。 

  2000年起《世界报》开始陆续创办新刊物，它收购了国内的一些报纸杂志，现已拥有12种

全国性出版物，一个网络版，成为法国举足轻重的报业集团。 

  2002年11月创办的《世界报2》是一本图文并茂的月刊，它精选上个月刊登在《世界报》

上的好文章，还邀请专家撰写专题文章，所有重大新闻事件都配有知名摄影师拍摄的新闻照

片。刊物做得很精致，问世后广受欢迎，现发行量已达13．2万册。《世界报》网络版创办于

1998年，第二年，拉加代尔公司入股，占34％的股份，两家携手共同改进网络版，2000年增扩

内容，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它的资料库，存有近四年《世界报》刊登过的70万篇文章。根据

GOOGLE 搜索引擎统计，在全球文字媒体的网络版中，《世界报》网络版的点击率居第九位，

在英语之外的文字媒体中，它的点击率居第一位。在法国文字媒体的网站中，更是独占鳌头。

网络版的读者主要是35岁以下的青年。他们过去并不读《世界报》，许多人看过网络版后对这

份报纸产生兴趣，进而购买或订阅，网络版就成为通向文字版《世界报》的桥梁，为提高《世

界报》本身的发行量做出了贡献。 

  《世界报》还有几项引以为荣的并购活动，其中包括收购《电影笔记》。法国是电影的发

祥地，这个国家拥有一批第七艺术———电影的研究者和爱好者，1951年创办的《电影笔记》

代表了这个国家的电影研究水平，是一本雅俗共赏的杂志。2000 年11月《世界报》收购了这

本杂志，2000年，《电影笔记》的零售与订阅量就增加了20％，总发行量增至2．7万册。在所

有收购活动中，规模最大的是2000年春天对《自由南方》报业集团的收购。这个集团旗下有南

部法国10多个出版物，拥有100万读者。强强联合使《世界报》在法国新闻界巩固了地位。在

进行并购的同时，《世界报》进行改版，增加了欧盟版、经济生活版，扩大了体育版等，版面

更加美观大方。据法国报刊发行统计机构公布的资料，2001年，全球文字媒体的发行量普遍下

降，《世界报》的发行量却上升了3．37％。 

  《世界报》社长在总结这几年的成就时说：“文字媒体的生产与销售不如其它媒体那样快

捷灵活，这迫使我们改革。在新闻大战的生死时刻，我们如不改革，不图变，就会被击垮。在

当前形势下，也只有通过扩大规模，才能增强财力，也才有可能捍卫我们始终不渝的目标——

—办一份独立的报纸。” 

  （作者是人民日报国际部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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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世界报》的改革实践 会员评论[共 1 篇] ╠

法国广播电视业历史梗概历史的开始：1922年法国邮电部正式在艾菲尔铁塔设立电台。法国广播电视业

发展的三个时期：①国营为主、允许私营的时期。②国家垄断时期。第二次 [et411于2004-3-26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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