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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业的商业性发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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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媒介的过分商业化，会带来严重弊病。但在中国，几十年来的弊病却出在新闻业的过分政

治化，商业性发展被完全排除。下面文章中的事实证明，在提出新闻改革以来的将近２０年

里，商业利益和经济力量，是推动中国新闻改革和新闻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尽管流弊也随之开

始露头。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由此，新闻学术

界中关于新闻商品性的讨论也活跃起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１９４９）以后的４０多年

里，新闻业一直被称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是宣传工具，被反复强调的是其党性、阶级性和政治

性。而新闻商品性不但在实践中受到遏制，即使在学术界对此进行讨论，也是极为敏感的，可

能会招来政治上的麻烦。似乎提及新闻的商品性，就会玷污新闻宣传工具的纯洁性，动摇新闻

作为党和政府耳目喉舌的权威性和可靠性。  

  ９０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学创作、电影戏剧制作、图书出版发行的自由度

都显著提高，对著作权和知识产的保护日趋完备，文化产品的商品性逐步得到肯定和保障。在

这种背景下，对新闻产品具有商品性这一提法的异议也就减少，新闻媒介有一些商业性行为也

逐步得到认可，虽然与此同时，新闻媒介是党和政府耳目喉舌的提法仍不断被强调。  

  在新闻商品性的讨论中，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梁衡在一篇文章（１９９５）中的说法，

符合当前中国实际，也能为多数人所接受。他提出，全面地说，报刊有四个方面的属性，即：

政治属性，它是喉舌，需讲社会效果；文化属性，即它表现为文化形式，要讲文化质量；信息

属性，它的主要功能是传播信息；商品属性，它生产出来后要参与流通进行交换。  

  总之，新闻的商品性、媒介的商业性，在中国已经得到有限的承认。  

��������������������       报业现状 

  新闻信息直到目前仍然主要由报纸、广播、电视来传播，谈到中国新闻业，也通常是指这

三种媒介。先来分析报业在涌入市场经济大潮过程中商业性发展的状况。  

  一、报纸数量大增，品种多样。  

���� “文革”期间（１９６６─１９７６），中国报业受到极大摧残，报纸由建国初期的２

００多家锐减至４０多家（１９６６─１９７０）。而且，所有的报纸对大小事物，都是一个

声音，一种态度，毫无新闻自由可言。改革开放之后，报业重新恢复起来，到１９７９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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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报纸总数增至１８６家，１９８６年，这一数字增至１５７４，而１０年后的１９９６年，

全国报纸总数已达２２３５种。虽然几年来新闻出版署对新办报纸从严限制，实行“总量控

制”的办法，每省一年只准增加两三家报纸，但各地区和部门办报的强烈愿望仍然无法遏制。

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由于经济迅速发展，大量的广告涌向媒介，报业经营能带来可观的经

济效益，这成为创办新报纸的巨大动力。其次，一些部门、行业出于宣传自身工作的需要，纷

纷办起部门报、行业报。此外，读者群体分类更加细致，更加要求多样化的报纸满足其不同的

需要。这一切促进了报纸总量的增长。  

��� �与此同时，报纸种类增多，多类型、多层次的报业结构形成。新闻出版署为了对报业进

行有针对性的管理，曾对我国报业按内容和对象划分为９类：（１）全国综合性报纸；（２）

机关报，包括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政府、人大、政协机关报；（３）行业专业报；（４）企

业报；（５）晚报；（６）文摘报；（７）社会群体对象报，即以工人、青年、妇女、农民、

老年人、少年儿童为对象的报纸；（８）生活服务报；（９）军队报。从近几年情况来年看，

以反映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和新闻为内容的报纸，数量增长很快。  

����二、报业实行企业化经营。  

���� 几年来报业面临以下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媒介员工的收入也要相应提高；同时，由于纸张、设备和其它原材料涨价，报纸的成本

也在增加；另一方面，国家要求它们逐渐减少对国家财政的依赖，对于有些新闻单位来说，能

维持几年前的拨款数额就很幸运了。这样，作为报社，就不能仅仅依靠报纸发行量（何况在减

少）来维持生存了。它们采取以下几种措施：  

���� 报纸纷纷扩版，争取刊登更多的广告。中国的报纸过去多数只有４版，只有《人民日

报》是８版，现在绝大多数省委机关报和首都一些大报都变成８版，有的达１２版。《人民日

报》自１９９５年元旦起变为１２版，并向华东六省一市发行地区版，为１６版。中国报纸的

广告也随着直线上升，１９８３年全国报业广告收入为０、７亿元，而１９９３年为３７、７

亿元，１０年增长近５３倍。１９９５年全国报业广告收入达到５７亿元，广告收入超过亿元

的报社有十几家。《广州日报》、《新民晚报》广告收入超过３亿元，《北京日报》、《解放

日报》、《深圳特区报》广告收入超过２亿元。  

���� 经营其他各种有利可图的业务。１９８７年国家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首都几家报

社实行企业化管理。８０年代中期，国家新闻出版署准许各新闻单位经营印刷、信息服务等相

关业务，以后各媒介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宽。现在新闻媒介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经营一切合法

的业务，如有的经营房地产、航运、旅游等等。  

  “大报办小报，一报变几报”。例如，人民日报社除办《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

版》以外，还办有《市场报》、《讽刺与幽默》、《环球文萃》、《新闻战线》、《大地》、

《中国经济快讯》、《人民论坛》、《时代潮》，总共五报五刊。作为广东省委机关报的《南

方日报》，还办有《南方周末》、《广东农民报》、、《花鸟虫鱼》。大报办出的小报，实际

上并不是版面都“小”，像《南方周末》，对开１６版，只是以软新闻为主。其发行量很大，

经济效益十分可观。小报的新闻自由度高于大报，《环球文萃》１９９７年４月６日曾用头版

头条地位，报道朝鲜严重缺粮的惨状，说老百姓挖野菜、采野果，掘动物洞穴寻食充饥，却不

敢向记者透露低得可怜的吃粮标准。像这样报道友好邻邦的阴暗面，是不可能出现在作为中共

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上的。  

��� �组成报业集团。１９９６年１月，经中宣部同意、新闻出版署批准，广州日报报业集团

成立。报业集团以报业为龙头，经营多家新闻出版媒体，并向外延伸，发展其它经营实体，具

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经正式批准的报业集团，目前仅广州一家，但客观上已经形成报业集团态

 



势的，已不下１０家。与西方报业集团明显不同的是，中国报业集团通常以具有广泛影响的某

大城市党委机关报为核心，报业集团的其他报纸、刊物处于被领导的、附属的地位。而且，无

论以任何形式建立的报业集团，都不允许由某一大的经济实体或财团来支撑和控制。此外，由

于各报业集团须以当地党委的机关报为核心，因而基本上都限制在该主报的行政区域内，没有

跨地区的报团。  

  三、报纸的自费市场与自办发行。  

  与许多生活消费品相似，报纸消费也出现了地域化倾向，即某地出版发行的报纸在本地区

及周边地区拥有最为集中的读者群，这种现象在经济文化发展较快的大城市和中心城市表现得

更为明显，１９９７年第７期《深圳风采》登载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城市居民消费情

况调查，其中报纸消费居前三名的分别是：  

���� 北京：《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  

��� �上海：《新民晚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均在上海出版）；  

���� 广州：《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南方日报》（均在广出版）；  

���� 深圳：《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深圳晚报》；  

���� 以上调查结果表明，读者对拥有密集的地方信息的区域性报纸的需求量大，这种现象对

我国今后几年报业发展走向，将产生持续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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