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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报刊体制改革一直在进行，但2003年的这次对党政部

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的治理风暴还是被业内人士公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力度最大的一

次整顿和变革。按照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制定的《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实施细

则》规定，国内绝大多数的县级报要停办，还有众多的行业报部门报刊要走向市场，这意味着

国内报刊界要有近千种甚至更多的报刊面临着生死的考验，这样大规模的整顿，其对报刊业甚

至可以说对整个传媒业的影响将是巨大的深远的，并且这影响还将波及到整个传媒产业链条上

的各个环节。 

  纸张消费将减 

  到目前为止，在8家以新闻纸为主业的造纸上市公司中已有4家公司(吉林纸业、江西纸

业、宜宾纸业、佳纸股份)因连续三年亏损被ST处理，而4家公司都把亏损的原因归结为新闻纸

市场的供过于求。当前，国内新闻纸每年的总供应量在300万吨以上，而据新闻出版总署对报

纸发行的统计，2003年全国报纸总发行量在1051亿对开张左右，综合考虑纸张定量等因素，全

年用纸量在215万～220万吨左右，总需求量远小于总供应量。 

  本次治理整顿后，仅停办的县级报就有二百多家，以每家县报每周出一期，4开4版，印数

为5000份来说，一年就减少新闻纸用量近4000万对开张，约相当于2003年总用纸量的4%。再加

上大量的行业报面向市场后的销量将减少，当然，有一部分也会销量增加并扩版，但综合考

虑，新闻纸总用量的减少当成定局。再加上进口新闻纸关税的降低，进口纸的用量将有增长，

国内新闻纸业将面临着更为峻的形势。 

  印刷行业是与纸业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纸的用量减少，意味着相对应的印刷能力也将过

剩。而且，相当一部分被停办的报社还拥有自己的印刷厂，停办后，这些社办印刷厂也面临着

重新找米下锅的处境。 

  咨询服务待兴 

  随着大批的行业报被迫走向市场，原来的寄生式生存模式被打碎，行业报急需学会新的生

存，而市场上竞争者的增加，也使得媒体间的竞争更加市场化，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将迫使媒

体用心研究自己的市场竞争战略策略，这样，就给专业的媒体咨询服务业提供了发展空间。 

  同工商企业领域的领域情况一样，麦肯锡、波士顿、安达信、毕马威、普华永道、兰德公

司等咨询公司都是在市场竞争达到一定程度时的产物，以前，国内的传媒业还停留在小作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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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作阶段，做什么怎样做，都是靠自己一伙人拍脑袋，再者，文人相轻的旧习也影响了对咨

询业的需求，我凭什么要听他们咨询公司的，他们又没做过媒体。这是以前的思路。正如世界

知名的大公司也需要求助于麦肯锡等这些没做过具体实体企业的咨询公司一样，充分的市场竞

争将带来媒体调查、战略策划、人才培训筹划、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专业需求，传媒咨询服务业

也将走向兴盛。 

  传媒职场竞争加剧 

  经过本次整顿，除一部分党政机关所办报刊的编采人员“复员”重归公务员队伍外，另外

一大批报刊的从业人员将面临着重新择业的问题，而他们重新择业的范围仍将以传媒业为主，

这将使得传媒从业者之间的竞争加剧，给本已供过于求的传媒人才市场再添一把火。北京等城

市的人才市场发布的人才供求信息表明，传媒业的求职数量曾一度排在各行业中的前十位之

列，传媒从业者间的竞争程度，可见一斑。当然，这对传媒业的长远发展是有好处的，但对传

媒业的从业人员来说，竞争的压力会继续增大，学会解压降压也应成为传媒从业者的日常功

夫。 

  自由撰稿人生存空间变小 

  由于近年来媒体数量的快速增加，国内已形成了相当规模的自由撰稿人群体，他们也是

SOHO一族的主要成员，他们以向多家报刊供稿赚取稿费为生，有时一篇稿件会被多家报刊采

用，而被整治的行业报刊正是这类稿件的主要用户，很多市场化的报刊对稿件的质量及是否独

家要求较高，反而很少采用一般自由撰稿人的“通稿”。整治后，多数行业报刊即使不停办也

要提高质量走向市场，这必将增加一般水平的自由撰稿人的发稿难度，从而使得以此为生的人

数减少。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自由撰稿人这一行走在媒体边缘的群体，将面临着提升自己的

紧迫任务。 

  另外，近年来，内容供应方面又出现了新变化，那就是一些撰稿人自发组成了专门的内容

供应组织，知名的如“博士咖啡”等，他们虽受到的冲击较一般自由撰稿人小，但也不是一点

影响都没有。再往大里说，国内最大的通稿提供者新华社也会减少一部分用户(如停办的县级

报)。 

  邮发业务再减 

  邮政业应该是受这次整顿影响较大的行业，邮发曾经是大多数行业报发行的惟一渠道，高

达40%的邮发费率及迟缓的报款返回制度曾为邮政行业的创收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业务收入和

业务量均占邮政总收入和总量的10%左右，本次整顿后，邮发报刊的总量将有较大幅度的减

少，再加上大的发行公司的介入，邮发业务萎缩将成趋势，邮政业须及早研究重振的策略，未

雨绸缪。 

  农村报竞争加剧 

  细则中规定，在农村地区，《人民日报》、各省级党报要创造条件出版版面较少、价格较

低、针对性和实用性较强的农村版。而此前，大部分省级党报均自己办有农村报，如大众报业

集团的《农村大众》报、南方报业集团的《南方农村报》、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河南农村

报》等，这些农村报都已不能再用行政摊派的办法发行了，再加上《人民日报》及省级党报农

村版的冲击，原来的农村报也会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和生存的压力。 

  体制外强势媒体做大机会来临 

  细则中规定，导向正确、经营状况良好，年广告收入5000万元以上的报社或1000万元以上

的期刊社，也可以接收被划转的报刊。这一规定对一些有做大欲望的“民间”(相对于报业集



团来说)报刊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以前想兼并一些报刊有着太多的障碍和束缚，而现

在，可以无障碍地放开量来吃，并且，选择的余地也大了，只要肚子够大，胆子够大，很快就

能吃成胖子。我想，像《体坛周报》、《读者》这样的有足够潜力做大的报刊社应该能认识到

这一机会的价值，利用得好，将会实现质的飞跃。 

  真正的媒体企业将现 

  从国家文化体制改革会议透露出的信息来看，今后，我国的媒体将不再是铁板一块式的事

业单位，将有一批报刊社由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一些意识形态属性不是很强的报刊社如计算

机、汽车、体育、美容服装等报刊社，将有可能成为首先吃螃蟹的一族。由事业到企业的转

制，看似无关媒体的内容质量，但它将对媒体的经营管理带来一系列的质的转变，如企业法人

治理结构的引入和完善、依照《公司法》等各项法规与市场体系的对接、投融资环境的放宽，

都将给媒体的发展提供一个全新的空间。 

来自咨询公司的建议 

8月6日下午，本刊记者对泛华东方传媒顾问公司的总裁赵小兵先生进行了电话访谈，下面让我

们来看一看他作为媒介咨询人士是如何看待当前正在进行的报刊整顿的。 

  三个市场化信号 

  除了人们所预期的淘汰一批党政报刊外，这个文件还表现出三个较强的市场化信号，  

值得业内外人士关注。 

  第一个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中央党政部门所属报刊社可以作为主办单位。此前的条例对报

刊社实行两级管理，即出版单位必须有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主管单位、主办单位、出版单位

三者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按照新规定，中央党政部门所属报刊“经编制部门的批准、具备

独立法人资格，导向正确、5年以上没有违规纪录、经营状况良好的报刊社，经新闻出版总署

审核批准后，可作为报刊主办单位。”如果报刊社本身即可作为主办单位，则从管理体制上

看，主办单位的身份开始模糊，作用将逐渐降低。 

  第二个是明确了报业集团、广电集团和出版集团是主要的接收主体。由于行业准入的原

因，以前报刊、广电和出版三个市场基本上独立运作，交叉较少。17号文件出台了鼓励试点集

团跨媒体运作的指导思想后，广电集团和出版集团虽有所动作，但幅度并不大。此次对于脱钩

报刊接收主体的明确，有利于塑造市场竞争主体，促进平面媒体市场的有序竞争。 

  第三个是刊号的价值。长期以来，我国的报刊“只生不死”，刊号数量不断增加，总量已

超过11000多种。由于审批难度的加大，许多新产品难以顺利进入市场，而本应淘汰的刊物则

以转让刊号和出版权继续生存。此次实施细则出台后，一批报刊将被停办。目前山东将停办23

家县级市报，湖南将停办46家县级市报。如果照此规模估算，停办的报刊为1000家左右，相应

的刊号也将被注销。这也意味着新刊号的审批将会放松，过去“奇货可居”的刊号也将会面临

贬值。 

  巨大的市场机会 

  通过上述分析并结合泛华东方在传媒领域的融资实践，我们认为，实施细则在以下三个方

面蕴藏了巨大的市场机会： 

  1.报刊社作为主办单位为资本运作提供了较大空间 

  根据规定，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中央党政部门所属报刊可作为报刊的主办单位。减少了管理

 



层级，报刊社的自主权力将更大。从产权关系上看，报刊社本身就是资产的所有者，这更强化

了报刊社法人主体的地位，为今后的资本运作(如融资、管理层持股等)提供了较大的操作空

间。 

  2.报刊划转为传媒集团扩充实力提供了机会 

  在属于划转之列的报刊当中，也不乏有一定市场前景、经营状况良好的产品。报业集团、

广电集团和出版集团可根据自己的发展战略，有目的有计划地接收一批报刊，形成某一领域的

较强的竞争优势，在扩大规模的同时获得充分的回报。 

  3.经济发达地区的县(市)市将引发跨地域争夺 

  根据中国新闻社评介中心推出的“中国县级市竞争力100强”2002年度排名，冀、鲁、

苏、浙、闽、粤6个沿海省占81%；县级市50强中，长江、珠江、闽江、钱塘江三角洲地区有3 

0多个，占65%。这些地区的县级市所属的党政报纸停办后，报纸市场将在一定时间内出现空

白。如果能够迅速以综合性都市报占领这一市场，其广告收益将相当可观。 

  传媒咨询风光在即  

  赵总认为这一次报刊整顿将给传媒咨询公司带来一次发展机遇和更大的发展空间。泛华东

方有句口号，就是“为中国传媒机构创造价值”。报刊整顿后，意味着将有更多的资金进入传

媒业，也就意味着传媒业将需要更多的咨询服务，因为很多媒体将会遇到发展的困惑，比如，

报业集团，就面临着主要在本地做大还是兼并更多的外地媒体的困惑，还有子报刊结构的调

整、经营发行等方面的困惑。还有，更多的媒体，包括兼并重组的和新创的媒体，都面临着研

究市场、重新定位和确定战略方向的问题，而这正是传媒咨询的业务范围之内的东西，他们公

司已经就传媒业的管理体制、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激励制度等一些具有共性的问题开始进行专

门的研究。就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实施细则出台不到一周的几天里，泛华每天都要接待几个

来访客户，他们大多都是就报刊整顿后的传媒经营运作来进行咨询的。 

  对脱钩报刊的几点具体建议 

  1、研究市场，重新定位。 

  对大多数行业报刊来说，过去在行政摊派办报刊的运作模式下，报刊的主办者不研究市场

还可以苟存下去。而今后，报刊的操作者必须要研究市场，研究传媒市场的基本规律，了解受

众的需求，确定自己的定位。同时，还要研究你的对手，也就是同类媒体，了解他们的市场规

模、优势劣势等，好进行差异性竞争。 

  2、系统规划，吸引资金。 

  过去，传媒业都认为找到钱就万事大吉了，甚至希望出资方只出钱其他的什么都不管，这

是一种非常天真的想法。资金都是为利而来的，把别人的钱引来，自己乱花，这不是市场的行

为，当然，也没有那样的傻瓜资金。要想引入资金，必须把体制问题解决好，要有详细可行的

商业计划，要对未来几年的报刊发展做一明确的规划，每一步，需要多少资金，能达到什么目

标，都要细致规划。同时，要完善管理，比如，财务的管理，不能是一堆烂帐。 

  3、慎选主办，挑好婆家。 

  对于被整顿治理的报刊来说，也不要有病乱投医，一定要看准了再“嫁”，否则，会一失

足，成千古恨。要结合自己的情况，研究一下寻找什么样的主办单位对自己更有利，比如，寻

找报业集团作为自己的主办单位，自己将成为整盘棋上的一个棋子，话语权少一些，以后办什



么样的报有可能自己说了不算数了，而如果找广电集团作为自己的主办单位，就可能因集团不

大熟悉报刊的运作而无法科学地做出决策，这也不一定对自己有利。总之，要看准了，不要盲

目。 

  (作者单位：《青年记者》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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