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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与传媒和党报 

作者： 文有仁  

关键词： 市场经济 党报┊阅读：322次┊ 

在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关于传媒（包括党报）的性质与作用是否发生变化和如何

变化，如何看待党性原则等，出现了许多争论。《军事记者》（前身为《新闻与成才》）2001年第二期谈到了其中某些

争论，如，有人认为，在市场条件下，新闻是一种商品，要按照商品流通规则生产和消费；有人根据我们有些报刊不再

“吃皇粮”了而断定，这些报刊已经不是党报党刊了，新闻的党性原则已经过时，或大部分过时，只在小范围内适用，

等等。 

在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我国的传媒，包括党报，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不仅在报道内容与形式上发生了

巨大变化，传媒自身也必然会发生变化，而且事实上也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但这不意味传媒所有方面都需要改变，而

是有变有不变。 

一、关于传媒的所有制性质 

在进入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一些传媒或“借壳上市”，或组成集团发行股票上市，也有的传媒一创办，国家就没有直接

注入资本，而是由主管或主办单位出资，或者由出版单位自筹资金（包括拉企业赞助、企业垫资等）启动的。在这种情

况下应当如何认识传媒的所有制性质?有人提出，“谁投资谁所有”，这种主张对吗? 

列宁1905年11月13日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强调：“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

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写作事业应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

成为由全体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

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江泽民同志1989年11月28日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讲话再次强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新闻不再是私有者的事业，而是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 

针对近几年对新闻媒体所有制认识的混乱，1999年10月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政部、新闻出版署在给中国社会科学

院关于《中国经营报》和《精品购物指南》报社的产权界定的批复中明确指出，我国的报刊社都是国有资产。新闻出版

署有关部门负责人说，随着我国报业的发展，许多报社在资产运营和重组过程中，遇到一些新问题，报社资产到底归属

谁，报刊创办时个人或企业注入的资金可否视为投资等，就是其中备受关注的问题。他说，我国现行出版法规和规章明

确规定，我国报刊创办实行许可证制度，报刊社的主办单位是法定的创办投资人；我国目前的报刊社均为全民所有制单

位；报刊创办时，个人或集体自筹启动资金按债权债务关系处理。党报及各级政府办的报纸均为国家出资或国家补贴办

的。其他报纸即使创办时国家没有直接注资，也是以国有单位的名义办的。因此，现有报社的资产性质为国有的。在报

纸期刊启动时，有的是主管或主办单位出资，也有的是主管主办单位没有直接提供资金，而是让出版单位自筹资金启动

的。根据新闻出版管理规定，主管主办单位是创办报刊社的法定投资人，非主管、主办单位不具有投资的主体资格，因

此，其他的出资行为，不能视为投资。筹资中有的来自企业赞助，属无偿的赠予行为；有的是个人或企业等的垫资，这

是一种借贷关系，只能按债权债务关系处理。报刊是国家的特殊行业，不同于一般的企事业单位，因此不适用“谁投资

谁所有”的企业资产认定原则。（见《新闻出版报》1999年10月21日） 

随着传媒买壳上市和传媒关联企业通过改制上市，又提出了传媒所有制的问题。 

丁关根同志2001年1月11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在谈到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的改革时指出，要从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向适

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使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进一步壮大实力，增强活力，提高竞争力。他提出，要着力进行

投融资体制创新。 

我们必须积极稳妥地进行传媒投融资体制改革。采取股份制方式运作的，只能是某些与宣传业务可切割的经营部分，条

件成熟的项目和公司也可以考虑上市。不允许外资和私人资本办新闻媒体。新闻媒体在吸收社会资金和利用外资时，必

须坚持以我为主、以我所用、于我有利的原则。社会资金和外资不能控股，不能影响新闻宣传。无论什么情况下，必须

确保宏观管理控制力，党要始终掌握对媒体产业的控制权。 

在允许私人和外资办传媒问题上，当年苏联新闻改革的失误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教训。1990年3月苏联通过的宪法修改补充

法，删去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条款，规定“苏联公民有权结成政党、社会团体”。这样就放弃了苏共的领导地位并承认

了多党制。这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新闻出版法》明确规定：“创办舆论工具的权力属于人民代表苏维埃和其

他国家机构、政党、社会组织、群众运动、创作协会，属于依法创建的合作社、宗教团体和其他团体，属于劳动集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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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新闻播音的感召力 

作者：时岱┊ 2005-11-28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信息价值的认识，

以及社会、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我

们的新闻播音注重了“大容量”的“快

节奏”。这种适应现代社会应运而生的

“快节奏”播音应当给予肯定，但必需

强调鼓动性质和感召力。新闻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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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 2009-10-13

·香港浸会大学第三届普利策新闻 2009-10-03



及年满18岁的苏联公民。”这就使反对派政党团体办报和私人办报完全合法化了。到这一年10月，已有700多家报刊，包

括13个政党的报刊进行了登记，其中七分之一属个人所有，还出现了独立的通讯社。在《新闻出版法》开始实施的两个

月内，许多机关报刊也纷纷宣告“独立”，甚至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的《消息报》也宣布完全抛弃机关报性质。

1989年9月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和一家苏、意、法合资的公司创办了电讯社，它很快成为“民主派”的喉舌，并在新

闻市场上超过了塔斯社。当时苏联媒体上出现了许多乌七八糟的报道，诸如：歪曲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列宁，

抹黑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共产党；为资本主义唱赞歌，吹捧反共的“民主派”；激化民族主义情绪，鼓吹民族分离；宣

传封建迷信和黄色、凶杀新闻；等等。苏联新闻的失控和西方的宣传导致苏联公众思想混乱，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苏联解体之后，塔斯社政治评论员奇奇鲁指出，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苏联报刊连

苏联一些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加以鄙视和否定，74年的共产党政权被看成没有半点正面意义，苏联报刊不仅促成了共产党

倒台，也导致国家解体。 

二、关于新闻媒体的喉舌性质和党性原则 

我们党一贯认为，我国一切新闻媒体都是党和人民的喉舌，都要坚持党性原则。 

江泽民同志1989年11月28日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说：“我们党历来非常重视新闻工作。始终认为，我们国家的报纸、广

播、电视等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既说明了新闻工作的性质，又说明了它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和

作用。”“我们的新闻工作是党的整个事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不言而喻，必须坚持党性原则。”他强调，党

性原则是“根本性的问题”；坚持党性原则，“各级党报要这样，部门的和专业性的报纸也要这样。”他还着重指出，

“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 

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新闻界某些人提出了如本文开头指出的那种观点。还有人说，创办新闻媒体就

是为了赚钱。而为了赚钱，首先必须使媒体能站得住，为此媒体必须遵循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否则上面就不会允

许你这个媒体办下去。如果你连媒体都没有了，还怎么赚钱?有些人嘴上不这么说，行动上也是这么做的。在他们的心目

中，接受党的领导，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只是媒体立足和最终达到赚钱目的的一种手段。他们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的关系完全颠倒了。 

我们对这二者关系的看法正好相反。在任何时期，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我们都

要坚持“政治家办报”的原则，都要把新闻媒体当作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来办，办新闻媒体都是为了实现党的近期目标、

任务和最终的目标、任务。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新闻媒体进入市场，有的还享有少量国家财政补贴，但

财务方面主要是自负盈亏，有的媒体一创办就没有国家注资，完全自负盈亏。为此，媒体必须赚钱，但赚钱的目的是为

了办好媒体（赚钱用于改善媒体工作条件和员工生活条件，最终也是为了办好媒体），使媒体更好地发挥党和人民喉舌

的作用，更有效地以正确舆论引导人。邹韬奋当年办《生活》周刊、《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并没有谁给他

补贴，但他绝不以赚钱为目的，而是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抨击国民党反动派，他是“政治家办报”的典范。 

邓小平同志强调：“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惟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

为最高准则。”（《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45页） 

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江泽民1994年1月24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重申，“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

首位，在这个基本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精神产品的生产流通同市场

运行一般规律的联系愈益紧密，确实也有经济效益的问题。经济效益好，有助于宣传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时也要看到，

精神产品又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的特殊属性，它的价值实现形式更重要地表现在社会效益上。有些精神产品，直接经济

收益可能不大，但对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作用很大。我们在宣传文化工作中要始终把社会效益作为

最高准则，当经济效益同社会效益发生矛盾时，自觉服从社会效益。” 

江泽民说：“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很多都放开了。政治体制改革要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要求，宣传思想工作同样也要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对人民日报工作的重要意见》，1993

年7月7日）为了适应经济体制的改革，新闻事业当然要进行相应的改革。但正如江泽民1989年在新闻工作研讨班讲话时

强调的，“我们的新闻改革还面临许多新任务。改革的目的，正是为了使新闻更好地成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更好

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我们在进行新闻改革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目的。背离这一目的，新闻改革

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对于办报为赚钱，西方主流新闻界人士也不如此看。美国新闻学家约翰·赫尔顿在《信使的动机——新闻媒介的道德问

题》一书中说，“随着报业集团及其他形式垄断组织的发展，新闻传播媒介的所有权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所有

权的集中并不一定会使新闻传播媒介的经理们都变成唯利是图的人，当今许多发行人和老板对于自己的社会责任有充分

的认识。”他们“会反映那些遍及全国以至全世界的大垄断公司的价值观念。”法国《当代新闻学》一书说：“新闻业

与其他行业不同，主要目标不是盈利，而是进行社会交流。”“很多报刊的创办者并不以利润为最主要的目标，或者不

仅仅是以利润为主，而是把报刊作为指导思想的工具，有选择地介绍事物。”西方新闻界在认为报纸具有一定的商品性

的同时，认为报纸同一般的商业性企业有根本性差异。报业集团大老板在利用新闻媒介赚钱的时候，从来不忘记新闻媒

介的首要职责是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当自己阶级的喉舌，坚持资产阶级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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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以后，我国的传媒，包括各级党报，不能再原封不动地继续实行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必

须进行必要的改革，在坚持党性原则和以正确舆论引导人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改革。90年代以来，我国新闻界在新闻改

革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许多党报通过新闻改革提高了宣传效果，增加了经济收入。《深圳特区报》作为中共深圳市委特区报在新闻改革上不断

探索前进。该报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政治家办报，把“以正确舆论引导人”落实到版面上，讲究宣传艺术，丰富报道内

容，坚持健康向上的格调，不搞庸俗媚俗猎奇的东西。该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发行量，其中80%是读者自费订阅的。以

《深圳特区报》为主报的整个报业集团2000年广告收入达到6亿元，比1998年增加了近60%。这表明，坚持适应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需要的正确的新闻改革，党报完全可以办好。 

作者：新华社新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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