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标题    媒介论坛用户名  密码    

媒介动态 传媒产业 传媒经管 传媒经济 传媒环境 广告业 传媒人才 舆论影响 传媒竞争 

新闻与法 新闻业务 新闻学习 新闻理论 新闻史学 新媒体 新闻伦理 传媒调查 媒介批评 

广电世界 新闻教育 媒介人物 大众传播 书店书评 新闻奖 传媒改革 传媒博客 传媒内参 

传媒业面对的机遇与问题 

时间：2003-11-2 15:36:25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曹鹏 阅读2596次

  

  

中国传媒产业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期，机遇多多，但是同时也问题多多。机遇需要我们

认识，问题同样需要我们认识。 

默多克又来了 

几年前本专栏的一节文章曾用过“默多克来了”这个标题，现在，默多克又来了。 

在很大程度上，默多克已经成为了一个代名词，他意味着国际传媒巨头。因此，虽然他只是新

闻集团的老板，但是在中国传媒业却被看成一个标志，其动向特别引人关注，而且往往对业界

的潮流走向有某种导引作用。 

默多克此次访华，各报都作了公开正式报道。《参考消息》10月11日还以“默多克在中国寻求

扩展”为题报道了这位传媒巨子在中央党校发表了演讲。事实上，在意欲进入中国传媒市场的

国际集团中，默多克可能是最有决心与耐心的一位，当然，他也许是投入最多的一位。默多克

不断地访华，充分说明了在国际传媒企业眼中，中国的传媒市场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川军出征败多胜少 

国内都市报与市场化运作的报纸近年来出现了请川军报人挂帅的潮流，这当然首先是因为《华

西都市报》和《成都商报》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市场化职业报人，而且各自都在向外扩张，所以

在客观上也带动了川军走出巴蜀，渐渐地在一些城市报社的决策人心里形成了从川军里礼聘人

才的定势。 

但是，近两年新出川的职业报人，总体而言，败多胜少，尤其是大手笔的投资项目，由川军担

纲，不幸总是失手。与前几年西南、东南多家报纸在川军干将操控下旗开得胜相比，这一两年

几乎没有哪家新办或新改组的市场化报纸在川军指挥下取得成功的例子。 

报业的市场规律，按照我的观点，应当是经济与文化的优势地区及优势人才拥有最多的机会，

而相比之下，四川虽然前些年报纸比较繁荣，但是必须正视一个现实，那就是四川一直不是中

国经济文化最领先的地方。这样一来，在报业经济相对不够开放、活跃时，川军还能显示出优

势，但是在高度竞争的今天，恐怕来自大西南的办报理念与技术水平，就不能适应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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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业内已经认识到广播电台并非注定就是市场弱势媒体，虽然近两年北京、上海等地电台的

广告营收不断攀升新高，广播业已经进入了空前的提速发展阶段，但是，如果对传播质量与效

果进行量化分析，不难看到，即使在如今效益最好的大都市电台，其节目质量也远远逊色于同

一地方的电视台。 

各地新闻单位人才格局基本相同，不少地方都是第一流人才在报社，第二流人才在电视台，而

电台的人才往往是第三流的。广播传媒重新有了经济活力之后，就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原先的三流人才，无论怎样努力，也不可能生产出一流的节目，而听众的口味一直在提高，于

是，电台人才水平决定的节目质量品位不高，就成为突出矛盾。事实上，低水平人才制作的太

一般的节目，已经成为电台赚钱的阻碍因素。 

房地产广告主如何看待报纸 

在大城市，综合类报纸普遍把房地产广告作为主要广告收入来源，在北京、广州、上海，房地

产广告能占一家大报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广告收入份额。从报纸的角度看，当然是形势一片大

好，而且越来越好。可是，在这种繁荣的表象之下，蕴含着危机。 

最近我有机会深入接触房地产业人士，听到的真心话是：报纸广告价格太高、效果太差。事实

上，这些房地产企业之所以选择报纸，是出于聊胜于无的心理。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最好的

广告形式是户外广告牌，其次是房展会。 

报纸的房地产广告之所以不被发展商看好，是因为市场反馈太差。以北京目前房地产广告额最

高的某报为例，据北京一家大型房地产企业的传媒总监说，每刊登半个彩版广告要10万元，而

收到的客户咨询电话只有20通，也就是说，每征得一个潜在客户的电话的成本是5000元。这无

论如何对于商家是不能接受的。 

虽然中国报纸广告的绝对价格仍然比不上西方报纸，但是用相对购买力的概念，那么显然中国

报纸的广告还是标价太高。 

警惕侥幸冒险主义 

常言说，要想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累。又有俗语“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在报刊市场，近来经常出现侥幸冒险者，大把地烧钱，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气派极大，架势

极大，但是由于主其事者没有真本事，最后的结果就是速败。不用指名点姓，可以说，近几年

国内凡是在经济上失败的报刊，都有一个或一群外行或假内行负责。 

新闻传播是精英产业，传媒产品是高智慧含量的产品，水平高低，一出手就很清楚，不可能藏

拙，也没有侥幸得手的可能。也许过去因为市场在初级阶段，还有外行办报成功的传奇，今

天，如果想搬演故事，几乎是痴人说梦。 

传媒投资在西方从来不是风险投资，事实上，它是有章可循、安全稳妥的常规投资品种。尽管

也有个别投资失败的例子，但是那都关系到决策者的创新或实验，而不是常规操作。 

办报办刊只有两类人才有把握成功，一是以前有成功经历与经验者，一是有真才实学、做了精

心准备者。 

报刊的纸张创新 

人们一般都知道印刷创新。其实，纸张创新同样值得重视。 



伊拉克战争是举世关注的大事，对于美国来说也是关系重大的政治事件。在战争期间，美军推

出了所谓通缉令扑克，这一做法，充满了创新精神，是把战争与游戏结合起来的产物，很快风

靡全球。甚至北京西城交通支队都效仿了这一做法，推出交通法规扑克牌。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中国报刊业需要借鉴扑克牌这种传媒新产品开发形式。事实上，这种纸或

印刷品的形式花样创新，在西方报刊是屡见不鲜的，而国内的报刊，却一直没有什么新发明，

千篇一律地重复着整齐划一的版式。 

报刊是印刷品，所以，国内外的报刊研发人员与设计人员，都在印刷或排版设计上花费了大量

的心思。事实上，依我的看法，报刊还是纸制品，报纸的创新应当以纸为基础，应当研究纸张

的艺术。所以，在我的报学馆，不仅收集各种印刷品，还收集各种纸样与纸制品。《中国书

画》杂志在国内应当是最早重视纸的创新的报刊，每期都附赠书签、资料卡片、贺卡、年历等

等，在读者中极受欢迎，可见纸张制品的形式创新对于报刊争取读者来说是行之有效的。 

报业集团创办新报新刊 

当前，国内报业新政策明确地鼓励报业集团创办新报新刊，因此，近一时期，各地报业集团竞

相推出新办报纸，一时间让人目不暇接。 

中国的经济领域，经常是“政策市”，也就是容易一阵风。报纸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中有其

自身生存发展规律。由于政策的引导，在短时间里成批创办新报新刊，无论是在人才上，还是

在市场里，都会有揠苗助长的危险。尤其是在各地，省一级的报业集团，因为有了政策支持，

在省内各地遍地开花，兴办针对具体某个城市的子报，已经成为潮流。 

当然，从宏观角度，有实力的报业集团壮大发展，是一件好事。但是，因为现在的体制决定，

报业集团仍然是国有企业甚至还不是企业，那么，肯定也就没有相应的监督与惩处机制，对于

投资失误没有责任人。在这种背景下，如今冒出来的数不胜数的新报，真是令人一则以喜，一

则以忧。 

曹鹏 博士：010－63571083  

邮箱：caopeng＠public.bta.net.cn  

地址：北京白纸坊东街2号，10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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