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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一年的中国传媒市场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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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届一年，总数逾万的中国传媒面临的市场格局发生了和继续发生着重

大的变动。中资传媒整合紧锣密鼓，外资传媒进入得陇望蜀，建章改制呼声与日俱增，新闻竞

争浪潮风起云涌。中国传媒正经历着一场深刻变化。 

一、内变外进的媒介市场新格局 

一年来，整合事件接连不断，集约强度不断提升，传媒规模迅速扩张。在首都北京，继1998年

新办《北京晨报》，取得当年投入当年收回的良好效益之后，2001年年底，又利用停办一张亏

损报纸改办《北京现代商报》，停办一家杂志改为《文明》杂志，还创办了英文报纸《今日北

京》和《中关村》杂志。这样，在已有《北京青年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十月》

《父母必读》《中国大学生》《职业女性》等规模品牌的基础上，加上新办报刊的成功运作，

北京报刊市场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广州一地即有《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和《南方

日报》三大报业集团，一年来都在不断培育自己的生长点。《南方日报》有《南方周末》《南

方都市报》等大型子报，子报们又继续繁衍出一代子报，《南方周末》衍生出《21世纪经济报

道》，《南方都市报》衍生出《南方体育》，《21世纪经济报道》再次衍生出《21世纪环球报

道》，实现了南方日报集团“四代同堂”。 

一年来，跨地区经营不仅成为事实，而且渐成风潮。入世前夕，中央新闻主管部门颁发了深化

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入世后主管部门又提出了实施细则，鼓励经过批准的新

闻集团实行多媒体兼营和跨地区经营，对于反对地方封锁，促进市场开放发挥了积极作用。 

外资媒体的不断进入，是中国入世一年中最具挑战性的传媒竞争新态势。广电传媒进入先声夺

人。经广电主管部门批准，目前在三星级以上酒店和特殊社区落地的境外电视频道已达34个，

以凤凰卫视、阳光卫视、华娱卫视、星空卫视最为抢眼。据报道，外国电视节目已占据中国内

地三分之一的电视播出时间。一些外资传媒还明确表示，希望不久的将来能被允许在北京、上

海、广州等大城市落地。 

继广电传媒，外资平面媒体与网络媒体也争先恐后纷纷进入。位居世界第四大媒体的德国贝塔

斯曼集团已同中国最大的文学网站榕树下签约，吸纳榕树下的每天6000篇稿件和160万网友。

在前几年同中国科技图书公司合资成立上海贝塔斯曼文化实业公司后，前不久，贝塔斯曼又同

上海包装集团和印刷集团结盟，合资成立国内最大的图书印刷公司。香港长江实业旗下的

TOM.COM与上海美亚投资公司及五洲传播出版社合资成立五洲宽频电视传播公司，建立9个频道

的影视数据库。 

入世一年来，中国的传媒市场呈现出内变外进的鲜明格局。以媒介集团为龙头的中国传媒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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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增长与外向联合的双向发展方针，集约组合使规模化程度提升，占据市场的份额扩大。目

前国内共经批准成立了68个传媒集团，其中包括38个报业集团，13个广电集团，9个出版集

团，5个发行集团和3个电影集团。这些集团占据了传播资源的大头。2001年，内地报业广告营

业额超过1亿元的报社（集团）已经达到50家以上，占内地报业广告营业额的80％。 

同有实力的外资媒体相比，中国的一些大媒体还是相当弱小的。美国一张《纽约时报》2000年

的广告收入为60亿美元，相当于我们一万多家报刊广告总收入的4倍。在时代华纳、迪斯尼、

贝塔斯曼、维亚康姆、新闻集团、索尼、TCL、环球、日本广播公司等九大传媒巨头的管控

下，全球50家传媒娱乐公司占据了当今世界95％的传媒产业市场。这些跨国公司差不多都有产

业在中国市场落地，而且都在谋求在中国有更大的发展。 

二、媒介市场重组的政策支撑 

中国传媒市场内变外进的新格局，是入世一年来中国媒介生态变化、传播政策调整促成与支撑

的。 

中国政府加入世贸组织的议定书庄严承认并无条件执行该组织的基本原则：低关税和减除贸易

壁垒、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跨境服务和消费、人力资源自由流动、保护知识产权、信息透

明。这些原则推动着中国的新闻传媒业的开放，开始规范中国传媒的运作。低关税降低了海外

媒介进入的门槛，最惠国待遇给了所有成员国准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国民待遇和跨境服务保障

中国公民有权接触入境的海外传媒，人员自由流动使国内传媒人士有可能加入进入中国的外资

媒体就业，对知识产权的尊重要求中国传媒业有偿利用他人的知识产品，并加大打击海盗行为

的力度，信息透明原则对中国新闻报道的公开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除经济牵动外，政府角色的反思和转换也改变着媒介生态。十分明显，进入WTO后政府首当其

冲。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东亚经济管理模式，政府主导经济代替市场配置资源等传统领导经

济工作的做法，受到猛烈冲击。政企不分、局社不分等错位、越位、缺位等政府行为有了一定

的改善。 

入世前后有关部门对新闻监管的法律法规的修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和规范着传媒新格局的形

成。首先应该指出，入世前不久颁布的关于深化新闻改革的文件，是对新闻改革20多年的总

结，也是为适应入世而提出的政策规范。这一年中，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为核

心的“一法四条例”，构成了目前我国新闻出版和版权管理的基本法律框架。正是这些法律和

法规保障了入世一年来外资传媒进入后，传播与营销活动的顺畅和社会安全。 

新的媒介生态的出现，除了中国有利的经济、政治和法制等客观条件外，同外资传媒看好中国

市场前景，不遗余力、主动进入不无关系。全球最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知名的管理顾问机构

普华永道预测，全球娱乐与传媒产业未来5年内每年将以7.2％的速度增长，而中国未来5年信

息传媒产业的成长速度约是世界增长率的3倍。据荷兰VNU集团旗下的AC尼尔森公司调查，中国

内地2001年媒体广告总量达112亿美元，在亚太地区列第一，是澳大利亚广告总量的3.7倍，年

增长率为15.8％。广大的中国市场对外资传媒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新闻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彼得·彻南讲得十分透彻：“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个机会，现在应该埋头苦干把它做好。” 

适应入世的媒介生态的形成，同国内传媒业人士和学者积极谋划，科学论证，奋力开拓有着直

接关系。他们指出，一个经济上文化上的强国，其传媒产业也应该是强盛和壮大的；经济大国

和文化大国同时也应该是传媒大国。外资传媒进入之后，我们可以从竞争对手那里学到许多东

西来壮大自己。他们呼吁学会用市场的观点，资本的观点和传媒业发展规律的观点来整合我国

的传媒资源，在“做强”的基础上，达到稳步“做大”。 

三、市场正企盼文明的媒介生态 

 



从总体上看，入世一年来中国传媒市场内变外进的新格局力度还不强，市场争夺也不算激烈。

无论中资传媒还是外资传媒，对未来都有一种期盼和希望。 

随着入世后保护期的缩短，政府角色的逐步转换，中国新闻法制同国际法的接轨，受众对传媒

需求的变化，一个文明的媒介生态和更为开放的传媒市场的新格局必将在人们的期盼中呈现。

目前这种前景已端倪初现。 

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定，政府的作用是补充市场，而不是替代市场，因而政府要有服务意识和成

本效益意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既不能缺位，又不能越位和错位。政府要转变职能，减少行

政干预，增加管理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重要的经济规定和政策要形成法律，要坚决克服管

理随意性、缺乏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公信度差等弊病。邓小平指出，政府只管你该管的事，不

要管那些你管不了又管不好的事。政府应从代替市场转变到调控和监管市场上来。 

抓紧传媒市场的法制建设，用法律调节市场行为和规范传媒竞争，是放在我们面前的又一件重

大任务。入世一年来新闻法制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必须指出，这只是初步的。新闻出版

广播电视系统与入世法律文件不符的法律法规的修订废立工作，还刚刚开始。根据国际惯例，

国际条约一经国内立法机关批准，凡是国内法律同国际条约有冲突的，都要修改国内法律，新

闻法规的调整也不例外。 

随着入世时间的推移，人们的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必将发生新的改变，一系列新事物和意想不

到的社会问题将出现在人们面前。这一切，将导致新闻传播的内容发生相应的变动。于是，以

“内容为王”而展开的中外传媒业之间和国内传媒业之间的竞争也必将呈现新的局面。入世初

期，一些社会问题，诸如失业人员总量增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贫富阶层不断分

化，劳资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群体间矛盾，部分社会群体的边缘化趋势将逐步加剧，群体间突发

事件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增加，弱势群体寻求保护的呼声日益强烈，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亟待完

善等等，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报道与评论，将成为这一时期传媒重要的报道内容。为此，党和政

府对新闻调控政策的调整，社会民众与传媒界对新闻出版自由观念的更新，成为当务之急。党

和政府传媒主管部门指导传媒集团建设的思路和方针有待调整。中央对于传媒集团寄予很大希

望，要求积极推进集团化建设，把传媒做大做强。这一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但目前组建工作基

本上是政府行为，而不是通过兼并、联合、重组，实现跨媒体、跨区域、跨行业的发展，不是

一种根据市场经济原则而组建的经济行为。要总结1996年以来建设传媒集团的经验教训，不求

数量，保证质量，在整顿的基础上发展壮大，坚持以强求大。 

更为有效的文明的媒介生态形成之后，我国传媒将更有序地发展壮大，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传媒市场新格局，必将出现于世界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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