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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媒体整合营销——内部新闻自由面临的新挑战 

时间：2003-7-26 19:09:08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浙江大学新闻传播系 李琥珀 王磊 阅读1085次

  

一、       背景：内部新闻自由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内部新闻自由又称报道权、编辑权，各国名称不一。它指的是：在私人办的新闻机构中，雇员

和老板之间，在政府办的新闻机构中，雇员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中，总编辑和编辑部应享有高度

的自主权[1]。它强调的是编辑权要独立于经营权和政府的直接控制。 

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是一个不断争取新闻自由的历史。内部新闻自由是新闻业发展到一定历史

阶段的产物，它是新闻自由在微观上的完善和进步，是新闻自由的高级阶段，对于新闻业的健

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最初的新闻业内部并没有明确的分工，往往老板兼任编辑和经

理。1817年，英国的《泰晤士报》开始实行总编辑制。老板不再处理具体的编辑事务，而是聘

任一名总编辑专门负责，编辑制开始风行新闻界。但是当时编辑的权力没有明确的规定，老板

对编辑事务干涉很随意，老板与编辑部门摩擦很激烈。1919年，日本报业职工首先提出争取编

辑权问题。《朝日新闻》股东大会满足了报社职工的要求，决定“股东不能干涉社论的内

容”，报纸上发表的事必须建立在编辑管理从资本中分离和独立的基础上。二战后的1947年，

日本报纸发行人和编辑协会做出决议，指出报社职工有权利和义务不报道老板要他们报道、但

与公共利益相抵触的事。1954年，法国《世界报》发起争取“报道权”运动，主张在新闻报道

方面，老板无权干涉。这一运动迅速波及欧洲。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后，新闻界人士提出了

“内部新闻自由的口号”，其内容除了要求编辑自主权外，还要求报社职工在一定程度上参加

管理。当时联邦德国报刊竞争激烈，吞并时有发生。老板对编辑事务干涉过多。正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内部新闻自由”的口号被提出来。欧洲的争取内部新闻自由的运动很快影响到美国，

并且被发扬光大。美国已经有39个州对内部新闻自由问题做出了明文规定。另外的11个州虽然

没有明文的规定，但是州政府承认编辑和记者拥有一定的特权，来对内部新闻自由加以保障。

在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内部新闻自由的呼声也不断浮现。从60年代起，东欧各国新闻界人士要

求改革的呼声时起时伏。前苏联的新闻工作者早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就有新闻改革的要求。1982

年后，新闻改革逐渐公开化，内容明朗化。其中属于内部新闻自由的占很大的比例。1990年公

布的《苏联报刊及其他大中新闻媒介法》的很多条文是涉及内部新闻自由的。 

内部新闻自由的争取和确立，使得报纸在引入市场模式后编辑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发行人和经

营部门不能随意干涉编辑事务。这也成为新闻媒体对抗市场力量的强大防线。编辑部门在报社

享有非常高的地位。它成为新闻业界形成的新闻专业主义[2]的一个制度性基础。在政府和市

场双重压力下，新闻媒体争取到了自己的独立性，新闻媒体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重要的还是

负责任的公共传播者。 

可以肯定地说，在过去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内部新闻自由的问题在西方国家已经得到了较好的

解决，而且作为一种制度基础形成了新闻专业主义的良好传统。许多历史留名的媒体就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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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了编辑部门的高度自主的原则而立下口碑。美国之音是美国政府资助的对外广播电台。

1972年爆发了水门事件，新闻署署长多次打电话要求不要报道，但是该台不予理睬。《纽约时

报》发行人阿瑟·苏兹伯格想在该报的言论版上发言。于是，非常客气地给他的总编辑罗森涛

留了一张便条，询问他这样的文章是否值得发表，并声明采用与否全凭编辑的需要。作为这家

有着一百多年历史、能够影响总统选举、政府撤军的出版物的最高决策人，苏兹伯格深知不容

干涉的编辑权是确保该报获得长远成功的基础。所以，该报在挑选每一位总编辑时都表现出异

乎寻常的小心翼翼，一旦决定，则总编辑的权威与意志是不容挑战的，他定夺报纸上的每一个

细节[3]。 

不过90年代以来，内部新闻自由又面临着新一轮的挑战，这个挑战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大

型的媒体公司。而这种威胁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新闻的单一地以商业利润为目标，新闻娱乐

化、庸俗化现象严重，新闻界缺乏原来的社会责任意识，媒体危机严重。 

二、新的挑战——媒体整合营销 

19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以来，新一轮的媒体商业化浪潮席卷全球。信息技术的进步，媒体兼并

行动不断，大众传播媒体越来越像是处于激烈竞争中的大型公司，而事实上它正是如此。虽然

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程度和具体表现形式不同，但是毫无疑问这一趋势无可阻挡。1980年

代后期，公司合并、敌意接管以及靠垃圾债券的资助而进行的举债收买在美国商界十分盛行。

1989年时代公司和华纳通信公司以140亿美元合并。通用电气公司以63亿美元接收了美国无线

电公司及其旗下的全国广播公司。这种快的眼花缭乱的交易到1990年代仍在进行。微软公司正

设法进入电影界。拥有130家报纸的甘尼特公司以6.35亿美元买下4家主要的大都会日报。在欧

洲，法国的阿歇特公司收购杂志，以7.12亿美元买下迪亚曼迪斯通信公司，并以4.5亿美元买

下格罗利而图书公司，德国的贝特尔斯曼股份公司以4.75亿美元收购了道布尔戴图书公司，日

本的索尼公司收购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唱片公司，松下电气公司买下了美国音乐公司。[4]

越来越多的报纸和其他新闻媒体具有了联合大企业的背景，极少数的人控制着大多数的新闻媒

体。垄断已经成为事实和强劲的趋势。 

由于竞争的日益激烈，生存压力加大，新闻媒体整合营销的呼声越来越高，大型跨国公司的经

营方式被移植到新闻媒体中来。经营权和编辑权之间的壁垒被打破，编辑权出于经营权的阴影

之下。这种呼声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它对来之不易的新闻自由形成了强大的新一轮挑

战，特别是对来之不易的内部新闻自由形成强大冲击。媒体以市场的利益为单一目标。新闻越

来越成为争夺消费者的商品，社会责任的一面被忽视。新闻的职业道德、新闻专业主义一再遭

到践踏。这些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据。 

过去是个人新闻事业时代，如今则变成了公司决策的时代。个人新闻事业的时代主要是指家族

报业，有权力的个人和他们的家族无论如何是能比较容易地控制他们的产品的，而在公司决策

的时代情景完全不同。市场的利润是唯一的发言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整合营销的观念进入

新闻媒体，对来之不易的内部新闻自由形成了强大的冲击。1993年，美国的舒尔兹提出了整合

营销传播的观念，在商界受到广泛赞同，整合营销成为了现代营销的思想支柱。它强调要将顾

客意识渗透到公司的各个部门，各个部门要协同作战，始终以公司的市场利益为指针。1980年

代至今，一股公开将市场经营策略移植到新闻部门的浪潮冲击着美国以及许多西方其他国家的

新闻业。最明显的例子是20世纪末《洛杉矶时报》的改革。马克.威利斯1995年开始担任时

报——镜报公司的CEO和时报的发行人，对时报作了向“整合新闻纸”方向发展的变革。编辑

被要求与经营人员充分沟通和合作，树立团队意识，为新闻业的成功营销而努力。公司的副总

裁兼总经杰弗里.S.克莱说：我们要让那些只考虑本职工作的人们（改变观念），转而从整张

报纸、整个公司的视野来看待问题。[5]整合营销的观念使得新闻媒体内部编辑部门和经营部

门的隔断被打破。原来所谓的新闻专业主义的制度基础已经变得不牢靠，负责任的公共传播者

的新闻媒体对抗市场力量的防线漏洞百出，再一次退守，甚至面临着全面崩溃的危险。 



编辑部门的地位下降，编辑的性质在变化。编辑部门重新回到经营部门和经营目标的阴影之

下，不得不惟市场目标的马首是瞻。记者编辑们的工作有了完全不同的情形。一项对于美国报

纸现状的调查报告说明了这种变化。这项调查按报纸规模和所有权状况抽取了200个高级编辑

作为访问对象，77个作了回答。在问及“在一个工作日有多少时间用于预算、营销事务和其他

管理工作”时，14%的编辑回答他们花费超过一半的时间处理这些非新闻事务；35%处理这些事

务的时间在1/3到1/2之间。超过90%的编辑认为处理非新闻事务的时间5年来上升了——选择

“有点上升”的占了58%，选择“急剧上升”的占了30%。[6] 

整合营销观念的入侵使得整个新闻业的走向发生了改变。在整合营销观念的冲击下，内部新闻

自由被搁置一边，新闻媒体从负责任的公共传播者蜕变为为了市场利润而迎合受众的信息商品

制造者。这一转变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新闻媒体变成了追逐广告商和受众的没有自主意识的

商业组织。广告商和受众的口味决定着新闻媒体的内容和走向。它们是在走向布来迪厄所说的

“他律”，而不是“自律”。在受众分众化的时代，许多的新闻媒体把方向转向了具有高消费

能力的小部分受众，以此来取得广告商的青睐。 

为了保证自己的受众占有率，就要迎合数量最大的受众的口味。启蒙已经成了过时的话语。在

相对和平的年代里，软性的新闻更有市场，新闻的娱乐化浪潮席卷全球。各种新闻媒体上充满

了娱乐化的炒作，庸俗化的刺激。虚假新闻，黄色新闻，空洞的炒作充斥各种新闻媒体。各种

报纸向着娱乐化，都市化的方向发展。受众从新闻中得到的不是他们应该得到东西，只是他们

想得到的东西。正如利奥.博加特说：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中最大的组成部分，日报一向是开展

争鸣和发表不同意见的论坛，但是现在它们已经在竞争中逐渐丧失了锐气，并且全面地退回到

了安全的中间地带。公众也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执意走向娱乐领域，而不是启蒙，避免正视

美国和全世界面临的紧迫的、也许是压倒一切的问题。[7]  

三、           对于中国的启示 

进入世纪之交，中国的新闻媒体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期。虽然政府仍

对新闻媒体有着严格的控制，不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媒体，但是有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具有了公

司的背景，更多的媒体在寻找资本注入。 

据中国第一份媒体行业投资报告说，随着中国即将入世，原本对资本市场完全封闭的中国媒体

产业已经逐渐放开，并将出现一个投融资市场，而且，这个市场在未来3到5年将越来越大。中

国媒体过去几十年只靠政府财政拨款和媒体自有资金，但是，局面正在改变，第三阶段的资

金——“业外资金”——将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媒体。许多“业外资金”投资媒体的实际案例出

现。在此之前的唯一类似案例是几年前湖南广电集团成为第一家（将节目制作业务）上市的广

播电视媒体。政府下发文件，同意国有企业投资媒体。这意味着国有企业将可以“业外资金”

身分合法地投资。一些媒体已经抢先吸收业外资金，即把“内容”和“经营”两部分剥离，将

经营权交给合资公司，自留编辑权，保障了政府所要求的控制媒体内容的权力。这就是投资中

国媒体的底线，估计未来几年都是这样，别指望投资内容。 [8]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新闻编辑部门仍然受到了资本力量的强大压力。2002年，原《南方周末》

上海站记者杨海鹏辞职，转而主管《外滩画报》新闻；离开《南方周末》后成为《经济观察

报》首席记者的迟宇宙，此次也受到邀请，不过确切的消息称，虽然被纳入“记者”编制，但

实际上尚未正式加盟。另有《南方周末》的两名大将余刘文和张平也移师“外滩”。尔后不久

杨海鹏又从《外滩画报》出走，对包括《外滩画报》在内的资本运作的媒体提出了尖锐的批

评。言称“资本”进入媒体后，很多人将报纸的“产业化”解读为“工厂化”。新闻编辑部门

的地位进一步下降，新闻编辑部门和经营部门的矛盾浮现出来。 

地方范围内报业竞争的势头已经出现，在南京、济南、广州等一些地方竞争非常激烈。除了价

格的恶性竞争之外，报纸新闻内容的娱乐化，庸俗化，甚至靠黄色新闻来吸引受众，假新闻时

 



有爆出，新闻媒体的威信下降。虽然真正的资本运作在中国大陆的媒体才开始不久，但是随着

一段时间以来市场力量在新闻媒体越来越发挥主导作用，已经使得新闻界在新闻价值判断取向

上形成了惯性，越来越背离了新闻媒体作为负责任的公共传播者，作为党的喉舌所应具备的意

识。编辑部门作为新闻媒体的核心部门失去了明确的自我意识，没有形成独立价值和传统，更

加没有形成内部新闻自由的明确意识和制度性规范，逐渐陷于为了生存竞争而不断发生的商业

意义上的竞争之中。新闻的选择和倾向除了回避有风险的敏感问题，就是迎合受众的低级趣

味，处于安全的中间地带。 

类似的情形在许多地区都有前车之鉴。在台湾，由于转型时期规范失当，造成了报业的恶性竞

争。1988年，台湾当局解放报禁，此后台湾报业进入了激烈竞争的时代。到1996年，短短8年

内台湾的报业由31家增加至342家，成长率高达1100%，彻底打破了媒体管制时代媒体被台湾当

局垄断的情形。开放报禁后媒体经营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商业与市场。媒体经营观念由传播人的

思考转变为企业经营的观念。媒体从业人员以商业的眼光衡量媒体内容的价值，从而决定取舍

和报道的角度。为了生存，竞争非常惨烈。恶性竞争手段层出不穷[9]。在香港，媒体与公众

关系的恶化，每几年就要爆发一次。1998年前后的‘陈健康事件’，《苹果日报》老板为促进

发行不惜重金捏造新闻，导致万人上街游行，最后以‘肥佬黎’在头版道歉收场。经济不景气

累及广告，然后媒体就难过，只好为促发行不择手段。2002年“刘嘉玲裸照事件”是这个判断

的最佳注解。  

这些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大陆媒体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市场化的进程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增

强竞争力，为我国媒体争取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但是如果在转型期忽视内部新闻自由的维

护，不能形成良好的新闻制度规范和传统，就会给新闻业埋下祸根，影响是深远的。 

面对越来越大的市场压力。中国大陆的新闻媒体应该自觉地争取内部新闻自由，强调编辑部门

作为负责任的公共传播者独立的自我意识，更为根本的是在转型期的过程中，构筑编辑部门和

经营部门的强大防线，从法律上保证编辑部门的权威和独立性，由制度打下基础，然后形成良

好的新闻传统。 

其中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政府的角色变化。政府管理的具体方式应该变化，同时政府还是改革

过程中规范的主体。在西方新闻事业历史上，内部新闻自由的争取标示着对政府控制的摆脱，

恰恰这个过程是通过新闻业的市场化来实现的。但是现在面临着新一轮的经营权和市场力量的

威胁时，又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才能获得保障。因此对于内部新闻自由的争取和保障，如何确

定媒体和政府的关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突破口，特别是对于目前尚不完善的中国新闻

业。 

一直以来，美国新闻界都在普里策所谓的“公共事业”和“谋利”这一矛盾中找到一条出路。

这些数量更少，而且更大、更集中的媒介，将如何在双重身份下——既作为巨大的企业组织又

作为巨大的传播组织进行运作？这两部分不能完全和谐共存。所以所谓的报刊自由与责任，实

质上也就是报刊在事业化（公共事业）和商业化（谋利）双重压力下如何运作的问题[10]。如

果要完全自由，报刊必须克服任何由于它们自己的经济地位、垄断集中和金字塔组织结构所带

来的偏见。就像法律、医学一样，这些专业性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接受整个专业所规定的

为公众服务的总体要求。一些公益性的组织，要帮助媒介提供民众所要求的多样化、大规模和

高质量的服务。新闻业出现的问题，是由于自身缺乏规范造成的，问题的解决仅仅靠媒体的自

治和自律，是不可靠的。同样的政府和媒体的关系也是令人两难的。政府的过多干预，是对新

闻自由限制和阻碍；面对新闻业界失序现象，又要依赖政府的干预。我国的新闻业正处于一个

关键的转型期，一方面，政府对新闻业的管理方式要改革，政府行为要退出报业获取资源，价

值补偿，和价值增值等活动的微观领域，同时，政府也是对这个改革过程进行干预和规范的主

体。在新闻制度和新闻秩序面临变动和新的威胁时，政府始终都不能忽视的力量。 

注释： 



1.   参见 陶涵 主编 《比较新闻学》第111页 文津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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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黄旦 《负责任的公共传播者：事业化和商业化冲突中的新探索——学习美国新闻传播思想史札记》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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