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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的区域化趋势、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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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传媒的区域化 

  所谓传媒的区域化，就是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内自发形成的类

型齐全、又具有良性竞争的传媒生态环境。 

  传媒的区域化是相对于传统的传媒区划而言的。我国建国以来按着行政区划，设立了中

央、省及直辖市、地区、县四级媒介管理体制，形成中央级媒体、省级媒体、地区级媒体和县

级媒体四级媒体类型，此外还包括一些按行业设立的媒体。这种媒介生态不是媒介按着自身发

展规律布局而成，它带有比较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 

  近些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呈现旺盛的发展态势。像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福建的厦漳

泉三角区都形成了比较突出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经济向区域化发展的同时也推进了媒介的区

域化发展。我国目前已经出现的几个有规模的经济区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珠江三角洲和长

江三角洲，这两个地区在经济上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化趋势的同时，传媒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化

趋势。 

  传媒区域化是经济区域化的必然结果，经济区域化不可避免地会带动媒介的区域化发展。

经济区域内人口集中，市场发育、企业协作活跃，广告在经济区域内的集中投放效果明显，区

域经济的繁荣催生出巨大的广告市场，因而会吸引各路媒介抢滩布点。 

  反过来说，传媒的区域化也是经济区域化发展的晴雨表，是经济区域化发展程度的标示。

另外，传媒的区域化也会反过来对经济的区域化产生巨大的推力。传媒的区域化会形成规模性

的信息消费，从而有效地拉动区域经济。此外，传媒的区域化还有助于推动区域文化的一体

化，而文化的一体化对于形成有特色的经济区域将产生重要影响。 

    二、传媒区域化发展带来的新问题 

  传统的传媒生态是按照传统的行政区划布点形成的，在管理体制上也是以行政区为单位，

由地方党委宣传部和新闻出版部门对所属地区的传媒实施管理。但是传媒的区域化却是在打破

行政区隔进行的一次重新布局。在区域化的发展进程中，传媒为了适应竞争和发展的需要，在

采编范围、发行半径、机构布点等许多方面都会突破原有的行政区划限制，自觉地顺应经济区

域化的发展步伐，按着市场需要摆摊布点，以期在区域化竞争中分上一杯羹。这方面以报业市

场最为典型。 

  目前报纸跨越行政区划抢滩布点最为热闹。这种局面给政府对报业的管理带来了一系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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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由外来报纸与本地报纸竞争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首先，外地报纸为了杀进市场，往往采取低价竞争策略，比如在发行上采取让利措施，免

费赠阅报纸或用实物或现金对订户进行回馈，从而引发报界在发行上集体“大跳水”，造成恶

性竞争局面。 

  其次，以超低价位进行广告竞标，致使整个区域广告利润摊薄，而报纸成本却直线上升。

本地报纸与外来报纸也因此演绎出多重矛盾，甚至冲突激烈。 

  再次，就是在舆论导向上“搅局”。这些外来媒体报纸由于多数具有“空降”性质，隶属

上级行政部门管理，不受本地宣传部门和出版部门约束，因此在宣传报道上往往自行其事，一

些负面新闻，本地媒体不敢问津，它们却可以大胆披露。 

  对此，一些地方宣传管理部门由于在自己所掌控的行政区内具有决策权和调控权，也有自

身的利益追求，因此也存在着因追求自身的利益而强化行政干预的问题，由此带来的地区封

锁、市场分割，不但加剧了传媒市场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更进一步加剧了传媒区域化进程中的

矛盾冲突。 

    三、建立区域化的传媒管理体制势在必行 

  传媒的区域化发展给政府对媒体的管理提出了新课题。 

  从目前我国经济区域化的发展规律看，它是以发达的中心城市为依托，借助中心城市的辐

射作用，以市场化和社会化为前提，以地域分工与协作为基础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地域生产

综合体。这里，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巨大。因此，在传媒的区域化进程中，发挥中心城市在管

理上的辐射作用也应当是切实可行的办法。该办法实际就是进一步扩大原来属地管理的权限和

范围，把外来传媒纳入中心城市属地管理范围，强化中心城市对本区域媒体准入审批、运营管

理、事后惩戒的管理权，建立区域化的传媒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是在中心城市原属行政区

划的基础上，一方面扩大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行政辐射，另一方面扩大中心城市对非属地传

媒的约束力。在强化属地管理权的同时，上级行政部门也要加强对属地管理的监管，防止地区

封锁、排外现象的发生，以此对媒介进行区域性的整合，从而有效地节约和优化媒体资源，形

成良性的传媒生态布局。 

  另外，完善区域内的社会监督机制，也是促进传媒区域化良性发展的重要手段。在目前受

制于行政区划限制、区域性的传媒监管体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建立区域性的社会监督机制，

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办法。像厦门市近期就由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牵头，采用单位推荐、新闻协

会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全市范围内聘请了20名新闻工作社会监督员，对厦门区域内新闻媒体的

舆论导向、虚假新闻、有偿新闻、低俗新闻、虚假广告以及媒体经营中的其他违规问题进行监

督。监督对象既包括厦门市属新闻媒体，也包括在厦门市场上发行或播出的省属新闻媒体以及

中央新闻单位和外省新闻单位驻闽机构。所反映的问题涉及省级以上新闻媒体的，送交省新闻

工作者协会处理，涉及厦门市属媒体的，送交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处理。新闻工作者协会将就所

反映的问题会同当地宣传管理部门协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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