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媒资讯网┆传媒学术网┆传媒考研网┆传媒博客┆传媒社区┆传媒书店

首页 动态 专题特稿 理论 实务 随笔 学人 期刊 法规 书坊 社区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日  星期二 

浅析报业经营改革中的四次边缘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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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报业经营改革中的四次边缘突破行为，来反映媒介发展与管理体制之间的

互动过程，以及媒介经营变革背后的制度创新；并初步总结报业经营改革中边缘突破行为的特点，分析其产生成因，探

索起操作策略，预测其发展前景。 

〖关键词〗新闻学 媒介体制 报业经营 媒介体制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报业的改革作为媒介改革的重要组成，见证了新闻媒介从体制、采编到经营等三大领域的变

革：从靠政府供给的计划机制向自主经营的市场机制，从完全的事业属性到“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从以传者为中

心的定位向以受者为中心，从重视采编忽视经营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并重。总体看来，这种来之不易的变革没有改变报

业的国有属性和其宏观管理机制，报业受政府、党和行业管理的体制没有根本改变。与管理体制、内容采编相比，经营

管理中的变革最为明显。 

众所周知，报业经营管理涉及广告经营、发行经营、资本经营、印务经营等多个方面。中国报业的蓬勃发展，从管理体

制和政策层面到广告发行等操作层面，都有过不同程度具有创新意义的突破。处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在政策未

明或者不允许而又迫切需要发展的情境下，这些突破起先多采取边缘性的试探策略在作为个体的媒介内部发生，突破后

形成的良好效应直接推动或加速了报业在该领域经营改革的进程。总结和分析改革开放20多年来报业经营中重要的边缘

突破，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媒介的改革历程，也给今后媒介经营尤其是报业经营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报业经营改革中的四次边缘突破 

1、广告经营的突破：1979年、《解放日报》 

1957年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国报业的财政体制以政府供给为主导，报业属于国家机关，财政拨款是报业生存的主要经

济来源。全国仅《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少数大报依靠发行收入做到日常收支的基本平衡。多数报

纸依靠发行收入不能自给自足，财政体制只能以供给制为主导。 

1979年1月28日，《解放日报》在其二版和三版下端刊登了两条通栏广告。当时，刊登广告的直接动机只是为了弥补春节

期间没有照例缩版带来的损失，没有意识到此举将会产生的重大意义。⑴广告刊登后，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新闻界

众说纷纭褒贬有之，连该报直接主管单位上海市委宣传部也不置可否。当时，对属于国有机构属性、党的宣传工具的报

纸是否适合刊登广告，终究还是敏感且不确定的话题。因此，通栏广告的刊登看起来似乎缺乏报社领导主动寻求突破的

意识，但这个行为本身在当时环境下具备边缘突破的色彩。 

从内部看，《解放日报》刊登广告的动因是考虑经济效益的需要；从外部看，则是新闻媒介走市场化道路的趋势已崭露

头角。1978年，财政部批准了《人民日报》等八家新闻单位施行企业化管理的报告，根据政策，这些单位可从经营收入

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增加员工收入和福利，改善媒介自身的条件。“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政策的实行，是媒介包括

报纸从完全的计划运作转向市场运作的重要转折，也在很大程度上给报纸恢复刊登广告的创造了先机。 

2、发行经营的突破：1985年 《洛阳日报》 

很长时间内，中国报业发行采取“邮发合一”即依靠邮政的发行渠道，报社将发行工作完全委托给邮局，邮政和发报同

时。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报业经营意识的增强，单纯的邮发暴露出诸多缺点，如环节多、速度慢、媒介与受众缺乏沟

通、不利于控制成本等。1985年，《洛阳日报》率先宣布打破邮发渠道的“垄断”，第一个大胆走自办发行的道路。实

践证明，自办发行对报社经营大有裨益，成效显著：报纸投递时间缩短，比邮发快2个小时；发行成本明显降低，年平均

只需原来的18%；报款回收迅速提高，发行量不断增长，年增长率超过10%。⑵ 

《洛阳日报》发行经营的边缘突破，虽然在打破垄断的意义上具有创新性和冒险性，但在政策上实际没有太大风险。一

则发行经营离政府重点控制的产权管理和内容管理相对较远，二则发行改革后的经济效益再次推动媒介市场化进程。第

二年，26家报社参加召开了首次部分城市报纸自办发行工作座谈会，对自办发行的做法予以肯定。报业发行经营的改

革，加快促使报业与政府财政“断奶”的体制改革，适应新闻市场的激烈竞争，其显著的成效引得其他报纸效仿。经过

10多年的实践，报业发行经营正形成适合国情的多种发行所有制、多种发行方式并存的多渠道发行格局。 

3、经营机制的突破：1994年 《金华日报》 

计划经济体制下，报业的管理方式和领导体制以服务宣传为主，侧重总编辑负责制或社长、总编辑分工负责制，存在重

内容而轻经营的缺陷。80年代中后期以来，传统的报业管理方式和领导体制也面临改革，各种形式的领导体制在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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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探索、应用，其中尤以《羊城晚报》率先实行社长领导下的总编辑、总经理分工负责制成为众多报社效仿的典型。然

而，这些改革根本上只解决报业领导管理体制，而对报业的经营机制很少改革。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报业也出现了公有制前提下新的经营机制和模式。1994年10月，作为中共金华市委机关

报的《金华日报》率先进行股份制改造。股份制在《金华日报》的实施，最大创新之处是实现报业编辑部门与广告、发

行等经营部门的剥离，编辑部门负责报纸内容采编，提高新闻质量，分离出来的经营部门，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组建新闻

发展总公司。公司董事长任命总经理，由其负责经营管理。改造后的该报，将新闻发展总公司分为三大块：国有资产占

总股份10.77%，集体资产占69.23%，个人资产占20%。该报的股份制经营取得了成功，运行3年后，报纸发行量提高、报

社资产增殖和员工收入增长。以此为代表的报业经营机制的边缘突破，催生了其他不同形式的新的经营机制出现，如

《成都商报》的委托制经营、《购物导报》的合伙制经营、《华商报》的合作制经营等。⑶其中，有的未必完全符合国

家有关政策，但并未受到严重的政策阻挠，这对报业经营改革来说利大于弊。 

4、资本经营的突破：1999年 《成都商报》 

以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率先成立为起点，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的强势报纸纷纷走上集团化道路，报业也开始走近

资本市场，寻求规模扩张、创收增利的新途径。然而，根据国家对媒介属性和管理体制的政策，报业与资本联姻属敏感

领域，且对媒介不能完全、直接的上市有明确规定。 

1999年，《成都商报》率先吃下第一只“螃蟹”，通过其控股的成都博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用5000多万元收购上市公

司四川电器原大股东的大部份股份。此举让四川电器的股价从13元左右扶摇直上，升至25-26元，创下该股上市5年多来

的最佳战绩。《成都商报》收购四川电器，采用了资本运营中借壳上市的策略，实现了报业资本经营的边缘突破。此

前，虽然广告、发行等经营领域已有上市公司涉足，但我国证券市场的有关规定未变：上市公司主业暂不能涉及报纸出

版、广播电视节目编播等。 

报业的资本经营给报业的快速扩张提供了强大的资本后盾，使其规模扩大，有利于降低企业单位成本，实现规模经济，

增强报业与国际传媒的竞争力。虽然有政策风险，以《成都商报》为代表的报业资本经营的大胆突破，并未遭遇政府管

理机构的批评和禁止。此次边缘突破为报业以及其他传媒的资本经营打下坚实基础，也引起其他报纸积极参与资本运

作。2001年，上海强生(600662)斥资1.6亿发起组建上海强生传媒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传媒的股权投资和经

营、宽带网络的投资和经营、纸制媒体的发行、多媒体的广告经营等。巴士股份(600741)与《上海商报》共同组建上海

商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巴士股份”持有《上海商报》五成权益，《上海商报》也实现借壳上市。需要强调的是，我

国报业既承担着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经济使命，又承担着党和人民的喉舌的社会责任，实施资本经营的根本目的是通

过资本收益来实现社会效益。⑷ 

二、报业经营四次边缘突破的特点 

报业经营领域的四次边缘突破，由边缘到中心，逐步深入、不断推进。广告和发行经营的突破确立了报业的经济属性，

促使报业从“供给型”的行政机构向“自给自足”的市场化经营方向发展，经营体制和资本经营的突破则促使报业从旧

的行政管理体制转变成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体制。 

1、边缘突破集中在经营机制的变革，而采编运行和宏观管理体制基本未变。 

归根结底，中国的报业经营领域从广告、发行到资本运作和管理体制的边缘突破，均发生在媒介的经营层面，或与经营

相关的内部管理机制。涉及媒介所有制属性的宏观管理体制，以及新闻采、编的内容管理没有根本性的突破。期间，即

使核心层面也有过少数的突破尝试，最终因未能在体制和政策内求得生存空间而夭折。 

中国的报业具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双重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责任不能动摇。因此，报业经营领域中的边缘

突破，没有因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导致社会效益的下降。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报纸依然把维护稳定、引导舆论的社

会效益放在创收增利的经济效益之上。实质上，报业经营的边缘突破是在政策未明的不确定环境下进行的体制外探索，

经过体制认可和普遍推行的发展过程后，与体制内政策重新合流的过程。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媒介制度改革是有限度的

改革，是体制外更是体制内的改革。媒介体制最终由政治体制决定，任何媒介机构和媒介从业者都不会进行全面的制度

改革，因此，宏观的管理制度基本未变，采编的运作制度变动有限。值得高兴的是，媒介经营改革“不变中的变”，足

以推进媒介从计划走向市场、从封闭走向开放。⑸ 

2、边缘突破的过程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由内部到外部，且与经济改革同步。 

综观四次报业改革的边缘突破，比较下这四个领域突破间的差异和关联，可以看出媒介改革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由内

部到外部的过程。具体来说，从广告经营到发行经营的突破，反映了媒介从计划机制转向市场机制的迫切需求。由于

1956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改造完成前的很长时间里，报业刊登广告属正常现象，有了这个历史基础，恢复刊登广告

操作上就比较容易。而1985年的发行经营的突破和1994年的经营体制的突破，无论从观念或者实践上，较之广告经营突

破实施难度都要大些。至于现在最近实行的资本经营，更属于市场经济推进到一定阶段愈加复杂化的经营突破。 

此外，边缘突破由浅入深、由内到外的过程也相当明显。广告和发行经营的突破，尚属媒介内部的经营领域，对经济效

益的影响比较直接；而以股份制改革为代表的经营机制的突破，涉及到媒介管理和经营体制的深层面，经营权的剥离对

编辑部门的内容管理产生重要影响；资本经营的突破则把媒介经营的视野从媒介内部延伸到媒介之外的资本市场，让媒



介借助资本力量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另外，媒介制度的改革遵循国有企业改革的模式，也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如

从沿海中心城市向内陆边远地区扩散，从经营层面向采编及宏观管理层面扩散。毫无疑问，以报业经营为代表的媒介经

营改革是与中国媒介体制改革的缩影，也是中国20多年来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可谓“与时俱进”。 

3、边缘突破是媒介机构或从业者自下而上和新闻管理机构自上而下“审慎”联动的结果。 

报业经营改革的边缘突破有明显的渐进色彩，其边缘性本身说明突破是调整式而非革新式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环境的多

变性增加了媒介经营改革的风险，出于自我利益保护的考虑，作为个体的媒介人或媒介机构，尝试边缘突破措施时没有

采取大幅度“跃进式”的制度创新，只能采用相对稳妥的方式进行经营创新。按照经济学中效益最大化理论来解释，媒

介从业者和媒介机构从切实的媒介发展需要出发，采用边缘突破的形式，先行获得经营管理上的创新发展。这种突破从

源头来讲，是个人或机构自身利益驱动的结果。 

媒介实施边缘突破的初期，政府和新闻管理机构多半先静观其变，会根据一段时间（短则数月、长则数年）的效果，通

过统一文件、领导讲话等形式自上而下地发布意见、作出决策，或肯定、接受，或修正、调整，或禁止、批评。如《洛

阳日报》自办发行的经验经《中国新闻年鉴》正面介绍，标志着自办发行受到官方鼓励。面临边缘突破政策风险和明显

成效间的矛盾，主管机构多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作为评估的两大因素：凡既保持了媒介宣传责任又提高了媒介经济利

益的突破行为，应该被鼓励和推行，而危害到媒介内容采编和管理体制的突破，则容易被批评和禁止。 

值得一提，有两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一、媒介管理机构上下级之间意见的不统一，给边缘突破创造了生存的空间。由于

我国媒介管理体制采取中央级报纸归中宣部管，而省市级党报主要归地方政府和党委宣传部管，两者之间虽有上下级关

系，但实际情况中也有上下矛盾的空隙。有时候，媒介直接领导机关的态度是影响“上下互动”结果的关键。如《金华

日报》的股份制经营改革取得成功后，中央主管部门领导明确表态反对，而金华市委和浙江省委领导支持，最终该报没

有受到事后追惩和行政的停止命令；二、媒介管理机构为谨慎而采取观望的迟缓策略也会给边缘突破创造发展空间。有

时，主管部门出于慎重考虑没有发表意见而持观望态势，这种策略容易给边缘突破创造继续推进的机遇。如《成都商

报》资本经营举措出台后，中央主管部门就没有明确支持或反对，给其他媒介继续尝试资本运作保留了空间。⑹ 

可见，媒介的边缘突破的路径是先自下而上、后自上而下的“联动”过程。媒介机构为追求实时利益而自发突破，媒介

管理机构为维护根本利益而作出反应，媒介的边缘突破最终在管理部门保留的有限创新空间中获得认可或否决。边缘突

破导致媒介从业者和媒介机构与新闻主管单位和新闻体制之间的联动，这种联动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并非简单、机械

的因果关系。某种意义上说，处于被动地位的媒介机构在突破中参与新机制和新规则的设计和拟订，灵活地将革新观念

植入官方的意识形态，而处于主动地位的管理机构在反馈时反倒成为被影响的对象，被动地给予合理化和正当化的政策

许可。⑺ 

4、边缘突破的产生动因与媒介的自身发展要求和地域性经济状况密切相关。 

分析报业经营的边缘突破行为时，不难发现，突破的最初冲动来自媒介在当时背景下迫切发展和自我改革的需要，内部

的压力越大，改革的动力也越大。如《解放日报》因春节不缩版为避免经济损失才刊登广告，《洛阳日报》因对单纯

“邮发合一”的发行效率不满意而尝试自办发行，《金华日报》也是为解决旧体制和新形势之间的矛盾，才敢在敏感的

媒介管理和经营机制上实行股份制改革。有时候，具有冒险性的边缘突破能否最终付诸行动与媒介管理者的眼光和勇气

也直接相关。据悉，负责操作《成都商报》借壳上市的总编何华章经常告诫同事“在外”别招摇，“在内”却大胆革

新，即使担心着政府风险，也仍然将《成都商报》很大程度上按照资本运营的规则进行管理。 

一般来说，报纸的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当，报业的边缘突破与所在城市的经济状况、开放程度密切相关。从

体制上看，报业从计划转向经济体制的转折来自《人民日报》等北京媒体的创举；从广告经营的突破看，文革后的第一

个报纸广告和电台广告都于1979年1-3月间出现在上海，两个月后，广东和北京媒体也相继推出广告，其他沿海城市和内

陆地区才陆续效仿；“社长领导下的总编辑、总经理负责制”最早由广州的《羊城晚报》大胆建立，而打破报纸版面限

制规定最早自行扩版的报纸也是上海的《新民晚报》、《解放日报》和广州的《广州日报》、《羊城晚报》。《金华日

报》率先进行的内部股份制改革，看起来发生在中小城市，但其良好的经济环境不容忽视，毗邻的温州市既是中国股份

制的发祥地也是我国股份制经济的代表地。 

不同的经济状况影响着报业经营改革的不同要求和不同速度，不同地区的媒介面临相似环境尝试边缘突破的成本和潜在

收益大不相同，因而，其进行改革的动力大小也不同。一般来说，媒介尤其是报业经营制度的创新呈现出由经济中心城

市向较发达的沿海城市，再向内陆城市发展的渐进趋势。 

三、对报业经营边缘突破的前景预测 

在中国的媒介改革进程中，报业经营的边缘突破成为传统媒介尝试边缘突破的最活跃因素和推动力。报业从政府统办统

发到“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转变乃至到信息产业的确立，体现着经济改革对整个报业发展理念的更新，同时，报

业也最鲜明地体现出媒介经营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互动历程。⑻据笔者分析，报业在相当长时期内，潜在的突破将不

再如上述四次边缘突破那么富有创新意义，更多将在经营、采编以及管理机制上做局部调整和突破。当前，有必要结合

两个重要因素对报业经营的边缘突破做点前景预测。 

一是互联网的冲击。总体来说，网络媒体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我国报纸开办电子版比较普遍，而报业的网上经营尚处



于初步探索阶段。有专家预见，报业网上经营也会有不少突破，如现行政策对特定媒介的经营范围有明确规定，报业是

否会利用网络平台从事跨媒体经营，把触角延伸至电视和广播？此外，在提供关于新闻的信息服务、利用网络突破传统

新闻采编的来源限制和内容限制等方面，也有突破的空间。因网络传播有发布起点低、可控性差、过度开放和自由等缺

点，对传统媒介发布正面新闻为主、引导舆论的宣传使命形成严峻挑战。高科技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给政府管理新闻内

容、监控信息环境增加了难度。现行报业的采编机制和内容管理，或许也将出现新的突破，如在跨媒体进程中为其网上

经营争取部分类别新闻的采集和发布权。 

二是中国入世的挑战。入世后，中国报业面临媒介市场的逐步开放，将愈加深入地融进全球化的竞争格局。在保证报业

政府控股的前提下，其多元化经营也拥有了更大的空间。在入世涉及新闻出版的承诺中，涉及分销服务方面，将在3年内

逐步向外国服务提供者放开在国内市场的书报刊批发零售业务；报业集团的新闻宣传部门经批准，可在新闻出版广播影

视部门融资，其经营部门经批准可以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由集团控股，吸收国有大型企事业单位的资

金，投资方不参与宣传业务和经营管理；发行集团经批准可吸收国有资本、非国有资本和境外资本，由本集团控股⑽。

今年初，有关部门负责人强调我国新闻媒体由国家经营，不吸收外资和私人资本，但会探索建立探索建立“保证正确导

向，富有经营活力的微观运行机制”。笔者以为，报业在“微观运行机制”尤其是广告、发行、印务、跨媒体经营方

面，突破的空间实际上要比政策暂时允许的大，有远见的报业经营管理者可做尝试。 

注释： 

⑴ 参见贾亦凡《当代中国新闻史上的丰碑—解放日报率先恢复商品广告的前前后后》，《新闻记者》，1994年第8期； 

⑵ 参见唐绪军《报业经济与报业经营》，第330-331页，新华出版社，1999年3月版； 

⑶ 参见唐绪军《报业经济与报业经营》，第259-263页，同上； 

⑷ 参见颜伟《重视传媒业资本经营中的误区》，《新闻实践》，2001年第9期； 

⑸ 参见陈怀林《九十年代中国传媒的制度演变》，《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 

⑹ 参见曹鹏《组建报业集团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限制》，详见五洲传媒网：http://www.cn5c.com/cicc/b/gl/bgl-

06.htm

⑺ 参见潘忠党《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我国新闻改革实践的传播社会学之探讨》，《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

3月； 

⑻ 参见陈桂兰、章平《试析经济体制改革与报业经营改革的互动》，《新闻界》，1999年第2期； 

⑼ 参见陈怀林《经济利益驱动下的中国传媒制度变革─以报业为案例》，《中国传媒新论》，太平洋世纪出版社，1998

年出版； 

⑽ 参见《中国官员细谈新闻事业改革》，中新社 2001年1月16日，详见新浪网：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20116/164599.html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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