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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业集团发展的关键是化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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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90年代，中国报业集团化的问题提上新闻界的议事日程。1994年6月，在浙江召开了

全国首次报业集团问题研讨会，会议提出了组建报业集团的基本条件。1996年1月，国家新闻

出版署正式批准广州日报作为报业集团第一个试点单位；1998年，先后批准光明日报社、经济

日报社、南方日报社、羊城晚报社组建报业集团，批准新民晚报社和文汇报社合并成立文汇新

民联合报业集团；1999年，又批准深圳日报社、辽宁日报社、沈阳日报社、四川日报社、浙江

日报社、哈尔滨日报社和大众日报社成立报业集团；至2003年，中国报业集团已达三十九家。 

  十来年时间，从无到有，至于蔚然成林，中国报业集团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与世界各国

相比较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从整体而言，中国报业集团的发展是建康的。对中国的新闻体制改革贡献是巨大的。在管

理体制方面，建立了以党报为核心的集团体系和以现代企业理念为精神支柱的结构建制基础；

在经营体制方面，开创了面向市场的新的报刊发行模式和以报刊为龙头的多元化经营格局。在

积极开发国际市场上也做出了成绩。在新形势下，有效地强化了党对报纸工作的领导，突出了

党报的核心作用，切实加强了党对舆论宣传工作的把握，奠定了集团化发展的经济基础，促进

了新闻事业的迅速发展。 

  中国报业集团产生与快速发展的决定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形势逼迫；二是行政力量直接

介入；三是选择了先大后强的发展模式。三个因素的正效应已经有了很好的体现。负效应也正

在逐步显现出来，特别是后者带来的问题日益突出。由于求快求大，“萝卜凑堆不洗泥”，有

的报业集团组建时重物理变化，不注重质量，“集”而不“团”，没有真正熔为一体，出现问

题较多。在机制转换方面：尽管这些报业集团大都逐步实现了事业单位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向经

营性资产的转换，但经营性质没有大的改变。除了新增加了管理层级外，集团的运转与集团成

立前没有大的不同。在经营运作方面: 产权改革不到位，产权不明，事业与企业分不开，现代

企业制度难以完善。市场化运作掣肘较多，发展受限制较大。在新闻舆论、宣传工作方面，有

的党报还难以真正发挥航空母舰指挥中心的核心作用或者说联合舰队的旗舰作用。 

  2004年，中国报业集团正在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要真正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现代化的报业集团。就必须要面对上述问题，要在物理变化的基础上，加强质的改造，促

进化学变化。化学变化的好坏是中国报业集团发展关键时期的关键。 

  化学变化主要包括哪些？有以下方面： 

  首先是深化体制改革。有了现代化企业集团的外壳必须要有相应的体制变革。把报业集团

建设成企业集团，成为真正的法人报业企业是必须的一步。时至今日，中国的报业集团除哈尔

·帮报道员擎起成才天空  

·《知音》，“杂”而胜  

·报纸到底该出多少个版  

·传媒靠什么赢得市场?  

·报媒运营的市场战略  

·分众传媒八大战略  

·一家杂志社的力量  

·区域性报纸的破茧之策  

·解读传媒的运营时代  

·区域报业的扩张式发展  

·报纸应向时政期刊学什么  

·媒体战略与《孙子兵法》  

·办报理念的十二大变化  

站内搜索 登陆 论坛注册



滨日报报业集团、大众日报报业集团率先注册为企业法人外，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也正式注册成

立了“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报业集团要实现企业化，这条路是必经之路。按企业的

标准进行改制，是兴办企业的必然要求。有没有法人企业地位，不仅仅是个名份问题，更重要

的是取得市场准入的合法身份。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对于作为文化产业的报业来说，这

一点尤为重要。实际上，成为法人企业，并不排斥企业内保存、举办事业。党报作为事业在企

业内的核心作用照样能得到体现，在企业的经济基础上，也能够得到更好的经济资源的支持。 

  第二是加快报业经营机制的转变，即实现内部关系的企业化。大众日报报业集团在集团体

制变革的基础上，又开始实施“组织再造”，使集团真正成为党委工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

三位一体的“复合体”，就是把物理变化向化学变化转变的有益尝试。要实现机制转变重要的

是理顺内部关系。过去讲党报是母报，系列报是子母，有它的道理，因为系列报是用党报的国

有资源、资产兴办的。然而，作为企业，不能以这种“血亲”关系来决定管理机制。党报作为

事业是企业集团的核心，党报与系列报的关系主要的应是一种思想政治上的领导关系和业务上

的指导与合作关系。在经济关系上，产权关系应重新厘定，集团内部应引入产权代表管理制

度，按照投资关系行使出资人权利，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党报对系列报的投入，资产的再

生，应作为股份在集团的利益关系中以股东而不是“母亲”的身份得到体现。让“子女”真正

在经济上独立自主，面对市场。 

  第三是学会按企业的方式在市场定位，按企业的经营理念运作。报业集团作为企业是市场

的一个组成部份，社会定位应该是提供以报纸为主要产品的，满足社会不同层次精神需求的，

文化产业的生产者、经营者。不同的报业集团应该有不同档次的定位，集团内不同的报纸应该

有不同层次的定位，经营不同层次的文化产品。一般而言，中央与地方的报业集团在规模和地

域方面，在资源上；读者对象上，即在生产资料和市场方面都不一样。同是地方报业集团，享

有的时空、人文资源，经济环境，读者需求也不一样，都得实事求是，面对现实。在现实条件

下，有的地方报业集团凭想当然就要雄据世界报业之林，这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企业的正

确理念，而是计划经济时代豪情办事业的情感遗留。有的理论家普遍地、过分地、不合时宜地

鼓吹跨地区、跨媒体、跨行业经营，脱离了中国报业集团新生的现实和中国的具体国情，也反

映出我们报业理论界对企业经营尚缺乏深入认识的现实，或者说中国报业集团进入深入发展的

今天尚缺乏明哲理论的导航。正因为如此，报业学习如何面向市场定位，按企业经营理念运

作，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在实践中摸索，失误和付出更多的代价难以避免。如何学会办企业，现

在还是摆在中国报业集团面前的一道坎，有的报业集团可能迈过去，有的可能是“一度辉

煌”。不管怎么样，这道坎必须过，转变必须完成。 

  第四是学会资本营运。 

  资本营运包括两个部份：资产经营和资本运作。收购、兼并、重组是资产营运的基本方

式，是资本营运的物化形态；参股、入股，上市（进入资本市场）是资本营运的金融运作形

态。报业集团经营性资产的剥离、重组，参股入股，组建股份公司，上市等都是资本营运。不

同报业集团的资本营运采用何种方式要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要因事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

宜。一种观点认为，不上市就谈不上资本经营是片面的，或者说对资本营运缺乏全面的认识。

上市对于企业来说只是融资行为的一种，是解决发展生产资金不足的手段之一。怎样融资是方

式的选择，关键是要用融来的资金搞好经营，发展自身，还要为投资者赚钱。上市融资从本质

上说和在银行借钱是相似的，虽不用还本，但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表面看，一上市资金就滚滚

来，企业就心宽体胖。实际上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若无好的经营项目，胡乱花钱，经营不

善，难逃厄运。中国报业集团虽有行业的垄断优势，具体到每一个集团，经营规模却不是想上

多大就能上多大，钱不是想赚多少说能赚多少的。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权衡上，社会效益

始终要摆在第一位。因此，中国的报业集团必须明白：资本营运是手段不是目的，利润最大化

不是报业集团的终极追求。 

  如何运用好资本营运手段，对于尚不善长企业经营的报业集团来说，一定要多多学习，潜

 



心研究。对于上市，特别要慎重。不要以为在现在这种不成熟的市场上好弄钱，要想到市场一

天天会更成熟，今后付出的代价会十分昂贵。现在流行的以经营性资产进行重组，改制上市，

从实践来看，存在较大的弊端。生产精神产品的部门与营销分割开来，身首离异，难免有身不

由己的一天。湖南广电因欠电广传媒数亿资金被迫“以股抵债”，就值得深思与借鉴。进入资

本市场的国有企业走过的路也告诉我们，要想通过部份上市而获得融资，风险是很大的。国企

的全流通问题，一直长期困扰着上海、深圳市场，至今令各方面都非常头痛。中国报业集团若

一窝蜂拥入证券市场，难免陷入尴尬的处境。“国企效应”已经告诉我们，市场上的钱不是好

拿好用的。如果我们不认真思考现状，眼光向内，真正搞好体制改革以适应市场，盲目上市，

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当然，如果能够像凤凰卫视那样，具备了一定的基础，上市是一种好的

选择。但这样的企业，就中国的报业集团、传媒集团来看今后也不会太多。 

  (这篇文章是作者应中国新闻核心期刊《当代传播》特邀撰写的卷首语原稿，文章发表于

《当代传播》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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