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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零年六月十二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传媒法》。九一年底前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

继续执行《传媒法》所赋予的民主精神，《传媒法》基本上将原有的「共有国营广播电视制

度」在法律形式上做了彻底的改变。当时叶利钦理想的媒体模式属于美国的商业化模式，但俄

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的债务，而俄罗斯并没有从西方国家获得经济改革所必需的资金，金融寡头

此时趁虚而入媒体，并开始干预政府政策的制订。叶利钦在执政的后半期，就已经认清寡头控

制媒体后对国家的影响。二零零零年，普京当选总统之后，普京就开始进行整顿媒体的行动，

而俄罗斯广播电视媒体的管理形式开始转型为兼具英国的形式与法国管理内涵，并适合于俄罗

斯国情的「国有公共服务体制」。  

国有公共服务体制符合国情  

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系社会新闻理论的研究者普罗霍罗夫教授认为，俄罗斯在一九九一年颁布

的《传媒法》基本上是超前的。普罗霍罗夫在《幻想的现实----国家政治在大众传播领域》一

文中提道：「只有社会在各个方面达到一定的安定之后，国家政府在这时才会对于社会中不合

理的状况进行有效的治理，也只有在这个时候社会大众才会有需要政治生活的迫切感 。」  

普京所建立的「国有公共服务体制」基本上是政府与寡头妥协的产物，「国有公共服务体制」

建立的前提是经济寡头不参与媒体的运作，而政府会帮助寡头寻找市场，或在国会中通过有利

于寡头的法律。  

「国家部份所有公共服务体制」的具体特点是国家资本进入广播电视，并以广播电视公司的最

大股东出现，而国家政府人员及政党人士基本不参与广播电视公司的具体管理。广播电视公司

所执行的管理原则是以专业人士进行专业管理，这种管理形式优点就在于，当俄罗斯经济还没

有很快的发展时，俄罗斯的金融寡头会尽量减少干涉国家政府政策制定的机会，而国家也不会

对媒体的盈利与亏损担负过多的责任。  

在此，俄罗斯联邦于一九九二成立的印刷委员会与广播电视委员会同时展开对印刷媒体及广播

电视媒体的管理工作。一九九四年印刷委员会开始升格为宣传部，广播电视委员会成为「全俄

罗斯广播电视公司」，全俄罗斯广播电视公司成为广播电视管理的专业机构。二零零零年后，

全俄罗斯广播电视公司成为管理俄罗斯三大电视台：「社会电视台」、「俄罗斯国家电视台」

与「独立电视台」的专业机构，俄罗斯基本上落实了「国有公共服务体制」。  

电视体制的改变与继承  

苏联的大众传播媒介常被称为「大众新闻和宣传体系」，这种体系的特征是权力过于集中、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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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严明、步调一致、活动一致。苏联广播电视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所有制、领导形式、经济来

源、媒介宣传方式及管理机制的独特之处。当前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电视媒体的这五大特征

并没有完全消失，反而俄罗斯媒体在初期的发展阶段基本继承了前苏联媒体的弱点，而俄罗斯

媒体又继承了民主媒体的多元化，而使得自身变得更加混乱，难于管理。  

（一）所有制形式。苏联媒体一般都为国家所有，党和政府控制媒体的具体运作，私人不准创

办报纸。但在苏联发展的后期，由于经济进一步衰落，使得国有媒体无法摆脱工具化、报导公

式化、言论僵硬的模式。在俄罗斯联邦成立之后，叶利钦开始倡导媒体所有制的多元化，尽管

当时媒体的言论开始逐渐走向自由，但人民并不能够判断这些支持不同利益团体的言论，这使

得人民并不能够很好的利用自己手中的各项投票的权利。  

（二）领导形式。苏联广播电视是整个党和国家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苏联媒体的基本职

能是「集体的宣传员、集体的鼓动员和集体的组织者」，它必须忠实地为党的路线方针服务，

为提高劳动人民的思想觉悟服务，这是新闻的根本任务。但此时的媒体缺乏相对的独立性，它

对于社会生活、特别是对党的活动进行监督批评的功能大为减弱。  

一九九三年莫斯科「第六电视台」与「独立电视台」正式开播，这为俄罗斯当时的电视媒体非

多元化带来了新的气象。莫大新闻系曾参加卫国战争的元老级教授Ａ． ．尤洛夫斯基认为这

两大电视台为非国家性、新形式性、独立性的电视台，但这两大电视台的立台风格却绝然不

同。《第六电视台》以娱乐性的节目取胜，其中最著名的是由一些著名笑星组成的娱乐性节

目，还有一个以各地观众提供录影素材而形成的《我的摄影机》节目。但「独立电视台」却依

赖《总结周评》与《今日新闻》两大强档新闻节目来吸引观众，直到一九九七年为止，《今日

新闻》已经网罗了全俄罗斯最好的新闻记者。据莫大新闻系教授库兹尼佐夫介绍，「独立电视

台」新闻记者的薪资已经达到一千八百至两千二百美元，当然俄罗斯在九八年经历经济危机之

后，新闻记者的薪资有所下降，但这与报纸记者的薪资绝然不同，因为俄罗斯很多报纸在宣传

手法上及记者的写作方式都比较老旧，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总统大选期间，电视的助选效果要远

远高于平面媒体。如在一九九六年的总统大选期间，亲叶利钦的「独立电视台」与「社会电视

台」曾经在短短的三个月期间，连续播送前苏联人民在史达林统治阶段的肃反镜头，这却是对

于当时的中间选民有着相当震撼的效果。尽管当时各行各业的中间选民对于俄罗斯联邦的建设

颇感不满，但更多的是对俄共取得政权后的不确定感，因而多数的中间选民只好选择现在的叶

利钦继续执政。  

（三）经济来源。苏联广播电视的资金几乎全部来自国家财政的划拨，广播电视均是国有国营

机构。在计划经济时代，媒体并不存在商业广告市场，苏联广播电视基本不存在商业广告，媒

体基本不以追求利润为主要目的，媒体间同样不存在经济竞争现象。  

苏联解体前后两年的时间内，俄罗斯媒体完全有机会仿照英国广播公司的运作模式，建立一个

收看付费的模式，以此来弥补电视媒体在运作中出现的财政赤字。当时俄罗斯许多媒体人还对

此进行长时间的讨论，部份俄罗斯媒体人认为俄罗斯媒体应当采用法国国家领导媒体的模式；

另一部份媒体人认为建立付费机制的媒体可以带来媒体的良性发展，但按当时俄罗斯经济发展

的状况，人民并没有太多的意愿来对自己所看到的有限的电视节目进行付费。此后俄罗斯的市

场经济在盖达尔的休克疗法失败之后陷入低迷，人民开始相信表面性的市场经济并不是拯救俄

罗斯经济的万灵丹。一九九三年底，地下性的市场经济，即影子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角之

一，而卢布与美元的汇差起伏不定，使电视媒体完全不能通过人民的付费来维持正常的运

作。  

（四）媒介宣传方式。苏联新闻媒体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是党性原则。新闻宣传机构的首要

任务不是提供新闻信息，而是进行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选择新闻的原则，基本上摒弃了新闻

的时效性、人情味等基本的新闻价值观，而是否符合党的利益和政治需要成为选择新闻的首要

原则。  

 



在整个八十年代，苏联的新闻基本走向史诗式或纪录片式的新闻，提高观众的审美观点与画面

的美观成为新闻的主要内容，这使得新闻宣传机构很少报导国内生活中的消极面。对于事故或

灾难等一切不利于鼓舞人民士气的消息，一般都会采用避而不提或轻描淡写的处理方式。对于

西方国家阴暗面的宣传及对西方高科技的成就讳莫如深的报导方式，使得人民对于西方各国的

基本发展状况没有任何消息来源，这使得美国及西方各国的媒体成为介绍西方各国状况的特殊

消息来源，如「美国之音」在俄罗斯拥有其他媒体无可比拟的听众。  

（五）管理机制。苏联的广播电视是以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方式与手段进行管理。苏联政府采

用封闭式的传播管理方法，政府禁止外国报刊在苏联发行，禁止人民收听、收看国外的广播电

视节目，尤其是严格禁止人民收听、收看具有敌对性的广播电视节目，这主要是指「美国之

音」、「自由广播电台」等来自美国的电台节目，这使得苏联在七十年代经济取得巨大成功之

后，人民的日常娱乐生活并没有融合进先进的电子媒体。人们信息的取得与先前一样靠有线广

播、中央台获得；文化娱乐则主要靠剧院、群众娱乐等户外的活动来取得，这间接造成苏联无

法大规模地采用先进的电子技术来获得信息，并改善人民的生活速度。封闭的最大后果是造成

人民盲目相信来自西方的新闻信息，包括在苏联解体前夕，戈巴契夫获得消息的来源竟然是

「自由电台」。只有采用开放包容并有效管理的态度，才能在不失去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前提之

下，发展自己国家的媒体，并使之繁荣昌盛。  

时至今日，俄罗斯大部份新闻学者认为：大众传播事业如果没有国家的统一领导是行不通的。

或者说，尽管媒体不应由国家垄断，但不能不由国家统一调控，这种集中制的体制是可行的、

不能动摇的。因此大众传播媒介在俄罗斯仍是国家统一领导和调控下的系统，这个系统应根据

统一的原则和任务展开活动。而对于整个系统实行领导的根本原则，应该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大

众传播媒体法。广播电视应该是多功能的，大众传播系统要大力发挥的最主要功能就是集成功

能 。  

应该说此时俄罗斯传播学者已经基本认清，俄罗斯媒体现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直至现

今，俄罗斯媒体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摆脱人治大于法制的这一怪圈。在叶利钦执政期间内，总

统叶利钦经常以总统令的形式，开始对某些媒体进行改革或改变《俄罗斯媒体法》的具体规

定，强调媒体在国家统一领导和调控下展开工作是媒体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条件。二零零零

年，普京执政之后，普京对于媒体的管理更加强调法治化与规范化，但如何在俄罗斯媒体内部

形成积极有效的管理结构，是摆在政府面前的具体问题。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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