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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21世纪的中国报业理念 

时间：2002-9-24 9:54:03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董天策 阅读2043次

  

  在即将迈进新世纪的时刻，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进行着跨世纪的构想。把一个什么样的中

国报业带入21世纪，是我国新闻界近年来不断思考和探索的时代课题。对于这样一个宏大的课

题，从理论的高度谈一谈走向21世纪的中国报业理念，或许有助于我们形成更加科学的认识。 

  所谓报业理念，就是概括了报业本质属性的一般概念，是随着报业发展而不断深化的报业

思想，是对报业活动起决定和支配作用的报业动机和报业信念。简言之，则是在报业实践中升

华出来并反作用于报业实践的根本思想观念。①任何报业要生存，要发展，就不能不回答这样

几个根本问题：第一，报纸是什么？第二，报业是什么？第三，报业如何运作？对这些问题的

不同看法，就形成不同的报业理念。 

  一、20世纪中国报业理念的回顾鉴往而知来。在讨论21世纪的中国报业理念之前，不妨先

回顾一下20世纪的中国报业理念。 

  报纸是什么？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回答。本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提

出，报纸是社会舆论的工具，要求言论自由，倡导舆论监督。梁启超所谓“报馆则代表国民发

公意以为公言也”②，“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③，都是这个意思。从辛亥革命的

准备开始，一直到新民主义革命胜利，逐渐形成和强化了报纸是政党宣传工具的理念。孙中山

明确要求报纸应当成为“党的喉舌”5，开展革命宣传，配合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更明确规

定，“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最有力的工具”⑤，要求报纸紧密配合革命斗争，搞好宣传工作。

由于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30年代出现了“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⑥

的观点，到50年代，由于毛泽东的强调，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观点开始成为报业实践的指挥

棒⑦。文革期间甚至提出了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观点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闻学

术界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批判了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和阶级专政工具的看法，

恢复了报纸作为社会舆论工具和政党宣传工具的理念，并树立了“报纸是大众传播媒介的新观

念”⑨。 

  尽管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报刊工具理念，但长期以来居于主导地位的还是把报纸视为政党宣

传工具，这种理念就决定了本世纪中国报纸行业的主流是机关报。所谓机关报，就是党派、国

家机构、社会团体主办的，代表其发言、宣传其主张的报纸。正如194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

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所指出的那样，“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是一

定的阶级、党派与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不是生产事业（引者按：即企业）”，而是

作为政党组织机构有机组成部分的“事业”。在这里，作为报业属性的“事业”具有特定的内

涵，指没有生产收入，经费由国家划拨，不进行经济核算，同“企业”相区别。 

  作为政党宣传工具和事业性质的报业，在运作上具有自己的独特方法。以中共机关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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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是报业运作的指导方针 

和根本原则，新闻报道注重倾向性、思想性、战斗性和指导性。总之是从传播者的立场出发，

以传者为中心或者说以传者为本位来开展新闻宣传，这就形成了传者导向的办报思路和实践模

式。为了使传者导向的运作理念得到有效实施，中国共产党制订了一系列的新闻宣传纪律，以

保障报业在新闻宣传纪律的规范下顺利运作。 

  二、21世纪中国报业理念的内容报业是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并非一成不变，总是

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而变化。新时期以来，在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

制改革的过程中，新闻改革也在积极而稳妥地开展，报业理念的革新也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

然。 

  在报纸性质问题上，80年代初重新确立了社会舆论工具的理念。1982年，有学者指出，确

定报纸的性质必须具备几个前提：其一，报纸性质的命题必须从历史和现实的全部报纸现象中

抽象和总结，而不是从某一阶段、某一部分报纸中抽象和总结；其二，不能以某一时期报纸所

担负的任务，或所起的某种作用，作为报纸性质的命题；其三，报纸性质的命题，要有新闻学

的特点，体现报纸的特有属性。从这几个前提出发，较为合适的命题是：报纸是社会舆论的工

具滌滜。稍后，报纸是大众传播工具的新观念在学术界得以确立。1985年出版的一本新闻学著

作明确写道：“新闻事业的根本特性是：真实地、及时地反映并影响现实变动的大众传播工

具。”次年，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针对报纸改革问题提出建议，“应确立报纸是大众传播媒

介的新观念”滌滝。 

  大众传播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理念的确立加上政党宣传工具理念的传统，使学术界进一步

考虑报业多重性质的整合问题。有学者认为，当今的新闻事业，不论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新闻

事业，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闻事业，必然具有以下三个层次结构：1、基层结构——大众

传播机关，2、中层结构——社会舆论机关，3、高层结构——阶级、政党宣传机关。这三个层

次结构的总和，构成了包括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在内的一切阶级新闻事业的性质。滌滣。 

  如果说报纸作为政党宣传工具的属性决定了报业的事业性质，那么报纸作为大众传播工具

的属性必然使报纸成为一种产业。早在1987年，国家科委首次编制的我国信息产业投入产出

表，就已经将“新闻事业”和“广播电视事业”，纳入了“中国信息商品化产业”序列。但理

论上的论证始于十四大以后。1993年5月，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等单位主办的全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与新闻事业”学术研讨会提出，“新闻是一种信息产业，它有其生产、流通、消费

规律”滌滧。徐惟诚同志强调，“不是新闻‘进入’第三产业，而是它一生下来就是第三产

业”滌? Ｓ谑牵 夜 纸锥涡挛攀乱稻哂惺乱敌院筒 敌运 厥粜缘睦砟畹?到新闻界的确认

滌滫。事实上，90年代中期以来崛起的都市报和组建的报业集团就是把报业作为产业来运作

的。从理论角度看，都市报和报业集团不过是机关报进行“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新闻改革

的必然产物 

，是对报业产业性的凸显。 

  未来是现实的合理延伸。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21世纪的全面推进，21世纪的报业

必然将报纸的大众传播工具性质和报业的产业性质加以全面展开，使其上升为与报纸的政党宣

传工具性质和报业的事业性质并驾齐驱的主导性理念。而以大众传播工具和信息产业理念为导

引的报业，在运作上也必然会有相应的新观念，传者导向将让位于受众导向，即从满足受众的

需要出发，以受众为中心或者说以受众为本位来开展新闻传播活动。这是因为，作为大众传播

工具，报业首要和主要的任务就是提供社会成员所需要的信息；同时，报业也只有满足了受众

的需要，才能赢得最大多数的报纸消费者，才能赢得最大数量的广告收入，从而在市场竞争中

立于不败之地。 

  当然，满足受众的需要并不意味着报业不讲导向，不讲社会效益，事实上，它必须遵守党

的宣传纪律和有关管理法规。 



  21世纪的中国报业除了强化大众传播工具、报业  产业、受众导向、法制规范这些理念

而外，还必须在技术上迎接网络传播的挑战。在未来社会，报业不仅要融入网络，而且还要区

别于网络，即在信息内容和服务方式具有网络不好替代的独特性。 

  三、21世纪中国报业理念的整合与选择强调21世纪的中国报业需要把大众传播工具、报业

产业、受众导向、法制规范、迎接网络挑战的理念作为主导性理念，既是对当前新闻改革历史

趋势的理论把握，又是对本世纪中国报业传统理念的发展和丰富。这就意味着，政党宣传工

具、事业性质、传者导向、纪律约束等传统理念在21世纪报业发展过程中不仅不能动摇，而且

需要发扬光大。只有让传统理念与革新理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21世纪的中国报业才能具有广

阔的发展前景。 

  值得注意的是，报业理念的有机结合是在马克思所说的“报刊有机地运动”滌滬过程中实

现的。什么是报刊的有机运动？第一，有多种多样的报刊存在，这是报刊有机运动的前提。第

二，各种报刊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第三，这种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在合理

规范中健康有序地进行的。新时期以来，以机关报为主、各种综合性、专业化报纸为辅的多样

化多层次的报业结构正在朝着报刊的有机运动目标大踏步前进，到21世纪必将形成机关报与市

民报（都市报的基本定位）、综合报与专业报、全国报与地方报、高级报与大众报等各式各样

报纸争奇斗艳的有机运动格局。 

  在这样的报业竞争格局中，任何一种报纸要想一统天下都是不现实的，只能在偌大的报业

市场中占得一席之地。于是，如何突出自己的个性，树立自己的形象，最大程度地赢得目标市

场，就成为报业经营管理的根本问题。换言之，合理而准确的经营定位，就是报业经营成功与

否的关键。从理论上讲，报业经营定位实质上就是根据自身情况对报业理念进行科学的选择。

例如，机关报通常选择宣传工具、事业性质、传者导向、纪律约束作为自己的理念，市民报则

主要选择大众传播工具、产业性质、受众导向、法规规范作为自己的理念。当然，在这两种极

端性选择中实际上存在着十分丰富的过渡形态。譬如，机关报可以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市民

报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发挥机关报的宣传作用。正是由于报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可以对报业理

念进行丰富多样的选择与组合，万紫千红的报业个性才能得到充分张扬。愿报业经营管理者创

造性地选择与确立自己的报业理念，开创出崭新的报业天地，使21世纪的中国报业生气勃勃，

走向辉煌。 

  注释： 

①参看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蒋孔阳著《美学新论》有关章节。 

  ②《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敬告我同业诸君》。③《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 

  5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⑤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下册。⑦《文

汇报在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人民日报1957 

．6．14） 

  ⑧《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人民日报1967．1．19） 

⑨《应确立报纸是大众传播媒介的新观念》（光明日报1996．9．22） 

  孙旭培《谈报纸性质的命题》，《新闻学新论》第203－209页。 

  王益民《系统理论新闻学》第188－199页。参见宋新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新闻事

业”学术研讨会综述》，《社科信息》［南京］1993．7．10—12。 

  徐惟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提供信息服务》，《新闻出版报》［沪］1993年

2月12日第1版。 

  李良荣、沈莉《试论当前我国新闻事业的双重性》，《新闻大学》1995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1页。 

原载于《新闻知识》2000第9期。 

 



 

文章管理：web@cddc.net （共计 2723 篇）     

CDDC刊载文章仅为学习研究，转载CDDC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 

 相关专栏：董天策

· 新闻策划对报业运作的重要意义 (2004-12-22) 

· 网络媒体新闻价值判断的四大标准 (2004-11-1) 

· 新闻报道策划的本质及其作用 (2002-4-5) 

· 在竞争与合作中发展网络新闻事业 (2004-4-5) 

· 媒体如何应对商业炒作——从“人造美女”现象谈起 (2004-4-2) 

>>更多 

 相关文章：中国报业

· 简析当代中国报业的产业化进程 (2007-6-22) 

· 中国报业进入抛物线般下滑轨道 (2006-5-12) 

· 中国报业集团十年探索奋进 (2006-2-22) 

· 见证中国报业成长 (2006-1-12) 

· 中国报业直面第四增长周期 (2005-9-1) 

>>更多 

 
╣ 走向21世纪的中国报业理念 会员评论[共 0 篇] ╠

 

╣ 我要评论 ╠

会员名：    密 码： 

  

 

关于CDDC◆联系CDDC ◆投稿信箱◆ 会员注册◆版权声明◆ 隐私条款◆网站律师◆CDDC服务◆技术支持

对CDDC有任何建议、意见或投诉，请点这里在线提交！  

◆MSC Status Organization◆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版权所有◆不得转载◆Copyright © 2001--2009 www.cddc.net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有违反，追究法律责任. 

提交 重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