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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赚钱的行业之一  

在西方人的观念当中，报业是最赚钱的行业之一，在每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富人排行榜，以

及英美国家企业排行榜上，报业老板都是当仁不让的老大之一，拥有令所有业主不能不侧目的

位置，以《纽约时报》而言，它是西方人勿庸置疑的报业老大，97年广告收入达20亿美元，与

暴发户比尔·盖茨月收入3.65亿相比，难分伯仲。  

目前美国经营上保持独立地位的报纸有630余家；加上掌握在这630家大报手中的110O余家小报

纸，全美国共有1700余家报纸。同时，他们还占有地方电台、电视台的大量股份。就是这几百

家报业集团。势力异常庞大。美国报刊业的收入几乎相当于美国异常发达的工业总收入的

1.5%，拥有着2亿2千万美国人中的80％的读者，可以说今天的新闻业已远非经典的新闻定义所

能包容。作为一个产业，在世界各国，报业始终是一个最能赚钱的行业，虽然，它也可能最能

赔钱，但比起其他行业，它依旧是发展稳健迅猛的产业。  

在中国报业市场，西北是比较落后的一个地区，陕西省向来被认为是新闻出版资源大省，但也

仅仅是资源而已，"馍不吃，还放在碗里"，根本就谈不到浮出水面，就是在这种状况下，作为

一份都市休闲报，华商报在短短三年中，扭亏为盈，日收入达27万元，发行量飙升40万份；位

于西北角的甘肃《读者》月发行量上千万份，月收入达千万元以上，报业界人士认为，即使在

落后地区，年平均收益增长20％以上还是基本能保征的，而远在东北的《哈尔滨日报》已成为

该城市第一利税大户，南方的《广州日报》纳税在全市排行榜上也位居第三。  

近十年来，《新民晚报》、《郑州晚报》、《齐鲁晚报》，《西安晚报》等广告收入剧增，它

们所建造的报业。新闻大厦鹤立鸡群，效益最好的报社年广告收入同期增长高达几千倍，延伸

到电视行业，单论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收入，自谭希松主任上台到1998年，其收入翻番又何止是

几十倍，试问，在国内各个行业当中，又有哪一种行业的收益增长在报业界更迅猛、更稳健

呢？  

在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可谓源远流长，但从报业市场来看，却远远落在欧美等国的后面，但它

们也显示出了蓬勃的生命力。纵观98年的中国企业，一片萧杀，但是，传媒市场，特别是报纸

行业，却是一片热火朝天，蒸蒸日上，从南到北，98年中国报业扩张、集团化发展势头越走越

猛。 5月28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挂牌成立报业集团公司；6月8日，《光明日报》、

《经济日报》挂牌成立，《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在1996年就捷足先登....  

如何赚最多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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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各路豪强纷纷招兵买马，联纵联横。全国2149种报纸广告总收 入96亿元之中，报业

集团所占份额即高达十几个亿；比例高达20％以上。集团化发展已成为报业界老总会前会后的

最热门议题。而跻身报业，也成为众多事业有成的企业老总作为获取安稳名利的一种思想。  

既然，报业在国内外被普遍认为，且又事实证明是最能赚钱的行业。那么，又该如何赚最多的

钱呢？  

报业界关于报纸有这样一句话：会做的，报纸是个聚宝盆，不会做的，是个原地蹦。国内以西

北新崛起的《华商报》为例，在96－97年度，华圣集团以年亏损 300万元的大额支出支持着该

报的彩版发行；可以这样说，每多发行一份报纸（大多为赠送发行），就多亏损大约1元钱，

而到了1998年；事情戏剧行的例了个个，公证发行量40万份，每多一份发行；收获的潜在收

入，却又远远超过了0，60元一份的报纸售价；这就是报纸。同样，以美国最权威，最老牌的

《纽约时报》为例，目前该报平版销售额为80万份，星期日版达240万份，平日版有80－100版

星期日版达400版以上；它拥有5000名工作人员，其中印刷工人700名。记者总人数300名，其

中驻华盛顿记者50名，驻国内各地记者20名，海外特派记者50名（含北京一名），此外，还有

13名摄影记者，他们平均每天可以从各地发回照片250张，其他费用不算，仅该报每年新闻采

访方面的费用就达 3500万美元，若是经营不善，几天之内，就可以倾家破产。  

作为报业界的老总们又是如何应用他们的经营管理念的呢？在近两年崛起的四川《华西都市

报》、河南《大河报》、广东《南方周末》《粤港周末》、北京《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

〈北京青年报、新闻周刊》、陕西《华商报》当中，这些报纸风格上各有特色，反映在文化

上，归根到底是，能适合本土文化的传媒，才能发行壮大。北方的报纸，难掩其豪放的黄河文

化底蕴；南方的报纸也尽显长江文化的婉约、细腻；这是一种文化底蕴的挖掘，达不到，或意

识不到这一点的，便只能或默默无闻，或只囿于本地，这种文化心理的竞争已不仅仅存在于报

业界，在当前国内企业界，同样并存。  

目前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三个性格鲜明的文化板块：珠江文化板块、长江文化板块、黄河文化

板块。可以说在这三个板块中，思维方式，决策行为，甚至对同一事情的操作方式都有很大差

别。文化的碰撞，表现的最淋漓尽致的便是96年中央电视台的标王争夺战。当时，春兰集团是

长江文化权块的象征，江苏人算帐算得精明，96年产值48个亿，按照3％广告费是1.4亿多一

点，适当冒一点险，投标一亿五；乐百氏是珠江文化的代表，当时，是志在必得的准备了一亿

三，因为95年标王才6000万，翻一番再加点风险，就是一亿三，最后加。到199788684元；套

个吉利"一九九七发发乐百氏"，这种算法也不能说错。但作为老总，当他们站在了国家这个舞

台上时，他们本身没有意识到，这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的企业实力的竞争，而是文化板块的

决 策行为竞争，谁能想到，山东的秦池酒信奉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敢搏敢拼．

当时，据说该地县委书记亲临指导，动员会上，探马飞身来报，哇呀呀，大事不好，广东乐百

氏如何如何，江苏春兰也要拨个比咱腰还粗的汗毛。那么，俺山东人如何能绝对不输呢？县发

书记拍案而起：财政局长拿一个亿，银行行长拿一个亿，剩下的全县人民来支持，结果，一下

子拿出了三亿二，比第二名还多了七八千万。最后，是山东黄河文化打败了珠江文化。长江文

化，这就是一种经管理念。有多高的舞台，就要有多高的意识，报业集团化已是大势所趋，那

么，新的经营方法也必须要代表一地的文化。而最后，能代表全民族文化的媒体必将风行全

国，这无可置疑。  

当然，这里同样也需要有风险意识，纵观美国《生活》周刊创办前后，由此可见一斑：在哈里

·卢斯做成功《时代》杂志后，他又着手《生活》杂志的创办，由于成功的操作、杂志还未露

面，使已有23万订户，在一个又一个城镇，人人在售报时间排队购买采用新型印刷技术和涂料

纸（相当于现在的铜版纸）印刷的《生活》杂志，杂志成功了，由原来的40万上升到100万，

但由于所有发行前广告均建立在预料的极低的发行额上面，且多数合同都是长期的，本来，在

开始时损失一些钱是正常的，但由于杂志太成功了；超乎预料；成功，使杂志的创办人卢斯每

周大约蚀本5万美元．而这种蚀本是刚刚稳定的《时代》杂志社无法承受的，要么降低发行

 



量，也就是同时降低了损失，但从长远观点看，这将会窒息杂志；要么满足读者，无论需求规

模有多大，从而大蚀其本。在这种时候，一个真正的创业者就显现出了其非同异常的目光与气

魄，他们毅然决定，《生活》周刊印数为一百万，如果印刷厂能力允许，就增印150万份，正

是从这里开始，《生活》杂志柳暗花明，使卢斯的事业如虎添翼，名利双收，成了电视前时代

的一种新闻和广告媒介也是电视最终要到达的目标，《时代》-《生活》王国崛起，卢斯成为

了皇帝。  

"第四集团"  

曾获普利策小说作品奖的《时代》周刊什首批驻外著名记者西奥多·怀特曾言："他们操纵着

最复杂的词汇、短语和思想的接线盘，和世界上最大的传声筒及最好的洗脑系统"，这些新闻

机构每年生产出几十亿个词汇，成千上万的书籍，数百部教学片和记录片，昼夜不停地去影响

着他们的传播对象，去主宰他们的精神生活；从商业上说，即他们的消费者。它们在市场上，

社会上的地位是难以动摇的。  

98年8月6日至8日的中国新闻出版局长座谈会议上；新闻出版署长于友先指出：98年国务院机

构改革中；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成建制地保留下来，并且赋予了新的管理职能。这说

明，新闻出版工作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局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知识经济新时代的

到来，新闻出版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将更加明显，更加重要；它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社会支持系

统；而正在为由新的经济形态赋予更加重要社会功能的独立产业体系。随着经济与科技的进

步，新闻业犹如一个繁荣兴旺的工业部门，已经具有空前宏大的规模。这些新闻传播工具以快

捷和先进的手段传递着新闻，影响着国家的各个方面，也影响着不同阶层的思想。电子计算

机、光纤通信等新型传播手段的出现，导致了新闻信息的采集、制作、处理、加工、收发和传

送领域内的根本性变化。从而大大地深化和拓展了新闻的含义。  

新闻媒体作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产业体系，它最终将成为影响国家政治、经济的"第四集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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