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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改进事业发展的方式、加强舆论监督的力度、加速新闻立法的进程这三个方

面，为中国新闻业深化改革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角度。论文在分析新闻业现状的基础上，提出

若干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主张新闻信息产业发展应减少行政办法，辅以市场调节；某些报业

集团可实行股份制，作跨地区发展。1989年以后中国错过了一个加强舆论监督的良机。建议对

报纸批评试用量化控制，并通过改革编委会的构成增强地县报纸舆论监督的能力。论文分析了

阻碍新闻立法者的论点，以及新闻立法存在的难点，主张在2001年颁布新闻法。最后提出创办

公共报纸的设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以来的二十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年。这二十年

里，我国新闻事业经历了其半个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事业规模迅速发展，新闻信息量大为增

加，特别是它对国家和社会所起的作用，堪称最具建设性的时期。但无庸讳言，与各个战线、

各条领域的改革相比，新闻改革显得力度不足，深度不够。新观念不易推开，旧观念依然束缚

人们头脑。八十年代起就有所谓“新闻不存在根本性改革”，“新闻失控比经济失控还危

险”，九十年代有“新闻不能搞股份制”“新闻立法对党对国家不利”等各种说法，其中有的

说法字面上不无道理，但说话的目的在于防范新闻深层次改革的言论和主张，使得新闻的改革

长期停留在较为肤浅的层面，而面对流弊丛生的局面却难有得力的举措。  

  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实行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极需要认真总结过去

的经验教训，面对现实又放眼未来，重视国情又放眼世界，用新观念、新思路，去探索新途

径，寻求新政策，推进新闻改革的深入发展。这种探索自然有成功的，有不很成功的，也可能

会有错误，但我们应该准许成功和失败，容许犯错误，不能一触动所谓“敏感”问题就神经紧

张。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多少事原来被看成至为敏感，如改革所有制问题等，

现在都不再敏感了。中国人就是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征服一个个所谓“敏感”问题，办

成了一件件大事，国力才一步步强大起来，生活才一天天好起来。  

  本文想就新闻的事业发展、舆论监督、新闻立法这三个重要问题，铺陈管见，就教于同行

和专家、学者，也算为决策者挑选看法、见解提供“意见市场”。  

  事业发展：减少行政办法，辅以市场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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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新闻事业从现有规模来讲，可谓相当庞大。报纸至1996年已达到2163种，是1978年的

11?84倍。并开始出现多达20版的省、市、自治区级的党委机关报（如《解放日报》）、40版

的市委机关报（如《广州日报》）、32版的晚报（如《新民晚报》）。杂志至1997年已达8135

种，是1978的近9倍。广播电台至1997年已达1416座，是1978年的15?2倍。1994年我国就已经

有了“官方”批准建立的电视台3125家（还不包括各地未经批准而私自建立的数以万计的有线

电视台、站），这个数目堪称大得惊人，它是美国的2倍，日本的25倍，英国的260多倍，超过

美国、俄罗斯、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和巴基斯坦这11国

的电视台的总和（2606家）。（注1）这些电视台中的大多数，事业规模很小，只能制作很少

的节目，却也有不少小地方的电视台购买了最先进的设备，连有的大城市也没有，而人员却缺

乏基本训练，拍出的‘代表作’也效果极差，甚至无法看。（注2）  

  一、机关报的新闻体制必然走高投入低产出的外延发展之路  

  中国是一个资源有限的大国，却也是一个资源浪费严重的国家。而这一点在新闻业中同样

存在。虽然我国到1996年拥有的报纸种数为1978年11?84倍，但总发行数却只有1978年的2?15

倍，每种报纸的平均发行数，只有1978年18?5%。1997年初我国有正式批准的电视台（含有

线）达3千多家。一个县级台修建费上千万元，每年保持正常运转费1百多万元，合每天3千

元，很多地方由并不富裕的财政把这个包袱背在身上。（注3）  

  而这种外延发展之路，来源于机关报的新闻体制。无论是省、地、县，还是部、厅、局，

都有办机关报刊的权利；广播电视方面，更是有“四级（中央、省、地、县）办广播电视”的

明确方针。不是根据社会对信息的需求量，以及对信息产业规模的要求，也不需要考虑投入产

出的经济效益，无论是块块，还是条条，只要是个权力部门，都可以办个报（有些还包括办个

台）。为了宣传工作业绩的需要，就是经费再紧张，也要挤出钱来办机关媒介，这就是我国媒

介发展外延不断膨胀的最重要的原因。  

  新闻管理部门也想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但始终难以纠正。最近十年，国家对报业做过三次

大的整顿，第一次是在1987年，公开发行的报纸由1761种减为1491种，关停并转掉270种，占

总数的15?4%。第二次是仅两年后的1989年10月份，从1628种整顿削减掉190种，占总数的11?

7%。第三次是1996、97、98年，公开报纸拟整减掉300余种，占总数的15%左右；同时，绝大部

分内部报刊，或被取消，或转为内部资料，1997年已从6千多种清理掉4000多种。（注4）广播

电视台、站在1997年也大量撤并。如江苏省从212个减掉97个，占原有45?8%。（注5）湖南省

从402个减掉210个，占原有的52?2%。（注6）但每次整顿压缩以后，都会有新的更大的增

长。  

  九十年代，国家新闻出版署对报业实行“总量控制”，每省一年只增加两三家报纸，意在

让各地若要增办报纸，就得减掉某些报纸。但是由于各种块块、条条的权力机关，都有较强的

宣传意识，也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广告的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利益驱动，使新闻出版管理

部门很难阻挡办报的申请。但是，办报一旦批准，即使办报效益不好，各机关也会以公费鼎力

支撑，同时还要求其权力所及的下属单位订阅报纸，并提供广告，出现层层摊报订报。极少出

现因经费不足，报纸办不下去而停刊的现象。可见，是“公费办报、公费订报”的机关报体制

支撑着报纸“只生不死，优劣全包”的局面。而在城市街头的报摊上卖的报纸，走的是另外一

条路线，靠吸引读者自费购买而生存。在北京的地铁和街头，多时可见到90多种这类报纸。

（注7）但它们远不是我国报业的主体。这一部分自费市场上的报纸，大多数也是机关报社办

 



的，只是它们赖以创收，改善福利的一条门路。  

  上述情况说明，在机关报体制之下，我国新闻业只会走外延发展的路子，使事业规模日益

庞大，却活力不足；实行硬性的“总量控制”，又使得该产生的媒体难以产生，形成“该生的

难生，该死的不死”。这种状况，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我国其他行业所走过的路程一样，各

地都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去创立一个个效益差的企业。为纠正这种状况，不时地进行调

整、整顿，一次次搞工程下马、人员裁减。总之是，上马靠行政办法，下马还靠行政办法。在

建设市场经济过程中，我们终于明白，要走出这个怪圈，就得多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尽可能

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把企业推向市场，优胜劣汰。  

  二、把股份制引进新闻传播业，办一些跨行政区域的传媒  

  现在我们在思考新闻业的发展时，也适宜于用这条思路。由于我国新闻业的特殊性，我们

在改革的进程中，还不得不较多地采用行政的办法来统筹新闻业，但是，我们完全应该顺应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也采用一些经济的办法、市场的办法来建设新闻业。  

  1993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加速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正式将报刊经营

列入第三产业，这是报业产业化改革的一个转折标志。新闻业作为信息产业的极其重要的成组

成部分，它属于第三产业。那么至少在行业发展上，我们是可以，并且应该把新闻传播业作为

一种产业来研究、来建设。不这样认识，我国的信息业就无法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而没有与

发达国家相媲美的信息业、新闻传播业，我们就无法形成信息丰富、灵通，决策及时、有效的

经济建设环境，也无法培养一流的企业家和造就世界先进水平的企业。  

  当我们把新闻业作为信息产业来建设时，我们就要尊重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规律。从这

些规律角度来看，那种“新闻媒介不能搞股份制”的说法，就大可质疑了。  

  现在人们恰恰认为，“历经20年的发展，新闻媒介的产业化特点已越来越显著，正像企业

要体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一样，也应在条件成熟的中心城市，尝试创办若干

国家控股、公民或法人参于创办经营的报纸或刊物，这样不但可以将宪法上公民‘言论、出版

自由’的原则落到实处，而且能够有效地使一些新闻媒介相对独立地发挥社会功能和经营，由

此逐渐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个部门就创办自己的喉舌，实行地方和部门保护的新闻

事业滥、散发展的局面。”（注8）  

  反对股份制，是那些视股份制为洪水猛兽的人提出来的。中共十五大给予股份制以有力的

支持。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

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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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谚语、格言中的传播原理 (2004-11-22) 

· 诽谤法的核心问题——美国学者艾里克·伊斯顿对孙旭培关于“公众人物”问… (2004-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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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章：中国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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