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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报纸消费市场方面，公费市场与自费市场的分化愈加显著。虽然从总体上看，中国报纸

主要依靠公费订阅的情况并设有发生根本变化，但是自费订阅和购买报纸的比例在迅速增加。

特别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增长更快。１９９５年，《广州日报》自费订阅的比例已达７

５％，《海南日报》为５０％，《温州日报》为３３％。从自费订阅、购买的报纸的分类来

看，服务性、娱乐性和地区性报纸占主要部分。笔者于１９９４年１１月和１９９６年２月，

两次对北京街头和地铁报摊进行调查，分别购得报纸９４种、９８种，其中绝大多数为服务、

娱乐性报纸，政党报纸仅一种。  

��� 占据公费市场份额最多的仍然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各省委机关报。《人民日

报》公费订阅的比例高达９５％以上，但其发行量一直在下降，１９９６年单期发行量仅为２

０９万份，不及７０年代末期的一半。因此，中央和省、地级党的有关部门常常得向下发“红

头文件”，要求各单位订阅这些机关报。报纸公、自费市场此消彼长的趋势仍在发展。  

���� 过去，中国报纸由于多为公费市场占据，为方便订阅，历来采取的是邮发合一的发行体

制。即订阅者在当地邮局填写订单，交纳费用后由邮局每天将报纸送达订阅者。所以报纸由印

刷厂印成后，直接打包送至邮局，再逐级分发到全国各地邮局，最后送达订户。这种发行体

制，不但要向邮局付很多发行费，而且送达不及时。现在报纸由印刷厂──邮局──读者方

式，向印刷厂──读者方式转变，特别是城市报纸纷纷直接走向报摊。自１９９７年元月１日

起，《北京青年报》每天由报社专聘的送报人走街串巷，将报纸直接送达读者，因他们以头戴

红帽为标志，被称为“小红帽”。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并没有迹象表明,�以公费市场为主的

各类机关报也能采取此种发行方式。  

�������������        广播电视业现状 

���� 中国实行“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方针。四级是指中央、省、

地、县四级政府。没有任何非政府的广播、电视事业。这一基本特点，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后几乎没有变化。中国广播电台与电视台都是分开经营，互不隶属，因而下面分别介绍之。  

����一、广播业在竞争中求发展。  

���� 十几年来，中国的广播事业在与电视、报纸的竞争中努力发展自己。１９７９年，中国

只有９７家广播电台，到１９９２年底，中国已有８１２家广播机构，算上其中一些下属台，

共有９４３个广播电台。到１９９６年底，这一数字又增长至１２３８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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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播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初期扮演过重要角色。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电视业的迅速

掘起，广播显得受到了冷落，不少电台只能靠政府增加拨款来维持。到８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

初，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华南的广东省，人们很容易收到香港电台的广播节目，一些大陆广播

电台从未尝试过的新颖的节目形式，使广东的广播工作者得到了启发。１９８６年底，广东人

民广播电台在全国第一次创办下属播音机构──珠江经济广播电台，以报道经济生活为主要内

容，采取直接和与观众进行对话的方式，其间插播流行音乐。由于它贴近群众生活，快捷而且

能提供多种信息服务而受到听众欢迎。在此成功范例带动下，成立经济广播电台的做法，由南

方向北方，由中心城市、大城市向中等城市推广。与此同时，不少广播电台开设系列台，如新

闻台、音乐台、交通台、教育台、儿童台等，这样既是在同报纸、电视的竞争中争取受众，也

有明显的经济动机，就是增加更多的广告时间。因为各下属台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可以独立

承揽广告业务。国家在这类电台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严格的限制，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

的环境。  

���� 由于各广播电台之间在听众上毕竟存在着竞争，许多台不断谋求有所改进，最为显著的

就是在技术设备上的不断更新，如经济发达地区的广东电台及其系列台，不但实现了调频、调

幅广播，还逐步实现了数字录音制作和部分数字音频节目播放，又于１９９６年８月，首次实

现了广播节目利用卫星传送。  

���� 在地方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中，新华社发布的消息及各级机关报上登载的消息占有

相当大的份量，自己采写的新闻基本上要与报纸上的消息保持一致。各地的电台一般都转播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晨６：３０至７：００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有些电台还在每晚

７：００至７：３０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的声音信号。转播新闻节目是不需要

付费的。但播出新闻只占各电台每日播出节目的很少部分，其他大多数的时间段为综艺、服务

性节目。但不同台的这些节目在质量上参差不齐，有的地方台节目的主持人，仅靠一两张ＣＤ

盘和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就能对付两个小时。  

����二、电视的商业性发展效果最显著。  

��� １９５８年，中国建立了第一家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到１９７９

年共有无线电视台９７座。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电视业的发展突飞猛进。截至１９９６

年中期，中国无线电视台为９８０座，电视机拥有量达２亿９千万台，电视观众超过９亿，已

初步建成由天上卫星、地面微波、地下电缆，有线和无线电视相结合的电视覆盖网络。电视人

口覆率由１９８０年的３０％增至１９９６年的８７％，电视机数量和电视观众人数均居世界

第一位。９０年代以来，中央电视台和山东、浙江、云南、新疆等１０多家省级电视台陆续通

过卫星向全国传送电视节目；１９９６年，卫星加密技术在中央电视台开始使用，向各地收费

的有线电视台传送文艺节目。  

����进入９０年代以来，在电视业结构与管理体制上，开视发生有意义的变化。电视事业逐步

向企业化管理过渡。最先做出尝试的是上海市广播电视局，１９９０年它开始组织广播影视产

业集团，筹建浦东上海影视公司，成立上海广播电视传播公司、广播电视制作公司和上海有线

电视台。同时，电视产业经营也向多功能化发展，经营各种与电视相关和不相关的行业。  

��� 电视业与报业、广播业都是国家所有，因此过去也是由国家拨款经营，但随着广告收入和

其它经营收入增加，国家拨款所占比例渐小。１９９２年国家财政给广播、电视业拨款总额为

２３．８亿元，而仅仅电视台的广告收入一项就达２０．３９亿元（这比１９８２年的０.７

２亿元增长了２８倍多（７）。在三大媒介中，电视的广告收入增长最快，而且高于报纸和广

播。１９９６年，全国电视广告收入９０亿７８９４万元，报纸为７７亿６８９１万元，而广

播仅为８亿７２６７万元。  

 



���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有线电视发展得极为迅速。自８０年代中期，中国第一家有线电视

台在湖北沙市成立之后，短短十几年时间，已发展到1996年的1300多家。许多地方、部门，把

办有线电视看成一种投资少，见效快的赚钱途径，以至出现许多未获得登记的有线电视台。中

国有线电视台规模大多比较小，用西方的标准来看，即使覆盖面最广的有线台，也只是中等规

模的。有线台的收入除广告之外，主要来源于安装有线电视终端和向用户收缴收视费。为了增

加收入，吸引观众，不少有线电视台在节目播出上显得混乱，节目质量差，盗版播放的情况屡

有发生。很多地方有线电视台经常播出的是港台武打片、凶杀片和某些外国片。许多节目来自

走私的录像带。虽然１９９２年政府“为维护公众免受暴力和淫秽内容损害的权益”，开始削

减有线电视台，但至今仍有很多未经过广播电视管理部门批准的有线电视台在播出它们的节

目。相比之下，利用卫星天线接收境外电视节目则受到严格控制。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５日，国

务院专门发布了《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明确指出“对单位设置卫星地面接

收设施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播放的电视节目”，要根据国家主权作一些必要的限制。根据这一

规定，“个人不得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考虑到一些单位和人士因业务工作的需

要，“经审查批准后方可安装接收设施”，比如金融、经贸等单位，三星级以上的涉外宾馆，

专供外国人和港、澳、台人士办公或居住的公寓等。但实际上，在各大、中、小城市，越来越

多的三星级以下宾馆和招待所，以及越来越多的普通居民都安装了接收境外卫星电视节目的设

施和收看这些节目。很明显，严格禁止各级电视台和个人转播、收看境外卫星电视节目的规

定，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 电视业务在竞争中有不少进步。一些大城市的电视台减少了念新闻稿的现象，开始有越来

越多的同期音像内容；街头的现场采访已经相当普遍。一些电视台开办了杂志化的栏目去触及

当前的热门话题，深度报道和追踪报道司空见惯。根据１９９６年８月统计的中央电视台收视

率调查显示，每天看“新闻联播”节目的观众达３亿３千４百多万人。超过１亿观众的节目有

７个，其中“焦点访谈”以其深度报道著称。此外，电视有比报纸更高一些的新闻自由度。１

９９６年，中央电视台拍摄了一部反映中国禁毒的长篇系列片，在国内反响很大。戒毒所这类

单位第一次在观众面前亮相，这是其他中央级新闻媒介所不曾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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