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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岁末，国内多家媒体报道，原“诚成文化”公司董事长刘波，出走海外。在刘波逃

匿前，已经被执法机关传唤过，涉嫌“金融诈骗”等多项罪名。据传，刘波现在日本治病。 

  1998年8月，由刘波担任董事长的海南诚成企业有限公司，收购了武汉一业绩不佳的上市

公司20.91％的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并将其更名为诚成文化。在刘波的包装下，诚成文

化开始由传统产业向文化产业全面转型。 

  他首先置入了《传世藏书》的部分资产，使得上市公司凭空生出5000多万的账面利润，接

着，刘波和诚成文化进入传媒领域。资料显示，诚成文化旗下先后“拥有”《希望》、《华夏

WATCH》、《华声视点》、《舞台与人生》、《这一代》（后撤出）、《少年文摘》、《中国

医药导刊》、《大众电视》（后撤出）、《香港风情》、《多媒体世界》等10多家杂志。但除

了《希望》杂志以外，诚成文化其他各项投资均回报不力，甚至亏损。据《南方周末》2003年

10月报道，刘波出走海外时，涉嫌约40个亿的贷款黑洞，以及数目不详的担保贷款。 

  1998年以来，国内出现了对传媒业的投资热潮。“资本想圈地，媒体想圈钱”，于是，传

媒业与业外资本的联姻及媒体公司借壳的行为就应运而生，各种来路的资本通过渗透、重组、

整合等各种方式共同拓展了中国传媒业。 

  但在资本和媒体亲密接触不长时间后，投资媒体的资本铩羽而归的已不是少数。“刘波事

件”只是众多资本追逐传媒业事件中的一个失败的例子。 

  已经有人著文称：这是“继互联网之后又一个最大的泡沫”。有的学者在策划媒体资本运

作大败局一书。业外资本进入传媒产业何以屡屡失利，本文试作一番探讨。 

  一、适应媒介产业化运作的体制还未建立，投资者对于媒介核心经营者具有不可改

造性 

  第一，中国传媒业是一个限制性或垄断性的行业，其产业性质长期得不到认可。基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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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社会稳定考虑，中国媒体在开放程度和进入原则上仍有一些政策性的限制，加上相关的

政策法规还不太完善或不很明确，对业外资本来说这块“禁地”很易“踩雷”；第二，媒介的

核心领导者不是由资本权力而是由行政权力来决定的。因此，资本对于核心领导者的影响是相

当有限的。第三，媒体资产均属国有资产，注入媒体的外部资金只能是债权债务关系。业外资

本注资到传媒只能叫借贷关系，不可能享受股东权益。 

  因此，投资传媒最大的风险其实是政策风险，如果没把政策吃透就进来，难免会赔了夫人

又折兵。投资方在畅想媒体投资的良好投资回报的同时，更需要冷静考虑投资的风险成本与退

出机制。一些投资方自恃财大气粗，不管有无风险，抓到篮子里就是菜，拿过来再说，结果，

煮熟的鸭子飞到别人的餐桌上是经常的事。如《中国经营报》、《精品购物指南》的产权风

波，北京国康实业有限公司与《三联生活周刊》的合同纠纷都是发人深省的教训。 

  二、投资者不懂得媒介运作的特殊规律 

  对媒体的投资实际上是一个智慧型的投资，并不是有钱就可以成为媒介业的投资者，而是

一定要对媒介业本身有着深刻的了解，一是要熟悉媒介业本身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特殊运作规

律及相应的游戏规则，明确其不同于一般商品生产的特殊要求；二是这种投资还应该辅之以某

种人才的机制，它应该是一种对人的投资，对人的自觉性、创造性、主动性的投资。目前有些

媒介投资者的主要问题是： 

  1.资金不到位 

  一些业外资本由于不懂传媒经营，采取的方式是先丢小额资金试试水，如果有效益就大规

模进入，如果玩丢了就算了，叫“小试牛刀”。但传媒市场是一个成熟的市场，已经进入“赢

家通吃”时代，投资一旦达不到吞并和发展门槛所需要的强度，前期的投资可能就是无效的投

资，最终的结果是丢钱。因为媒介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规模化竞争的时代，规模化竞争对资本

的市场准入以及获取有效回报客观上已经设置了一个资金介入和形成传播规模的门槛。当资金

达不到这一跨越门槛的力度时，就不能期盼它产生回报。 

  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中国新闻周刊》创刊于2000年1月10日，其资金来源于在国内注

册、实际上是在美华人投资的公司：新世纪成功集团。业内人士推算，像《中国新闻周刊》这

样运作的杂志，一年至少需要500万元的投入，经营得当的话，三年基本可以持平。在初期投

入400万资金全部“烧”完之后，新世纪成功集团再也无力往《中国新闻周刊》投入资金了，

于是，发生了周刊不能正常出版的极端事件。《中国新闻周刊》于2001年11月底宣布休刊整

顿，之后即使能够迅速“改嫁”，着实也给心仪媒体而跃跃欲试的资本当头一棒。 

  痛定思痛，《中国新闻周刊》用血的教训换取了几个合作经营的原则。投资经营方姓什么

并不重要，关键要看投资经营方所要求的条件与所带来的资源。条件比方说对方要求控股，什

么都想要，这是行不通的。投资经营方不但要带来比较雄厚的资金，还要带来广告、发行等方

面的资源，能与中新社既有的资源形成互补关系。 

  2002月3月，《中国新闻周刊》复刊。在没有合适投资经营方加入的条件下，杂志社参照

同行的成功经验，组建中新凯悦广告公司负责经营杂志的发行。广告业务，公司经理由负责杂

志日常管理的社领导担任。这样既保证了采编与发行、广告的相对独立，又在更高层次上得到

了协调与统一。现在的中国《新闻周刊》全部由中新社投资运营，据称，到2002年底，杂志社

收支基本达到平衡，要不是中间的这段波折，可能创刊后不到3年就会略有盈余。① 

  媒体未来激烈竞争中的重中之重，就是巨额资本的支持。因此，具有雄厚财力集团背景的

企业，是媒体“选婿”的首要。其次，需要资方具备的必备条件是长远的、综合的信息服务战

略。 



  2.投资者急功近利的心态 

  媒介的产出有着不同于其他行业的种种特殊的规律和周期。一些投资者不是看好媒体的未

来市场，没有长期投资的战略眼光，没有潜心打造品牌耐心培育优质媒体的计划，而是急功近

利，短期行为，幻想三月回收，一年见利。投资媒体的资方大多不懂新闻，根本不知道媒体需

要长线运作的规律，资方和媒体人员往往开门见山：“今年给你一二百万，明年你能给我赚回

多少？”媒体人员为了尽快拿到投资，往往不考虑后果地编制美好的盈利前景，结果，投资才

一年，往往就以为到了瓜熟蒂落的收获期。一旦短时间见不到效益，资本“半途而废”的例子

要远远大于“善始善终”者，致使投资失败血本无归。 

  投资者为获取高额利润而进入媒体，这无可非议。但媒体有媒体的内在规律，媒体从本质

上说就不是一个短平快项目。在中国，一年崛起的报刊有，但那是个例外，普遍规律是培育一

张报纸至少要三年时间，两年持平三年赢利已属难得的成功。因为市场的摸索和开拓需要时

间，人才的聚集和培养、团队的形成和磨合需要时间，报纸质量的提高和品牌的造就更需要时

间。这就是报业的规律。《今日美国》在赔了13年后才开始赢利，国内的资本显然缺少这样的

耐心和韧性。 

  3.管理方式存在问题 

  许多投资人或代理人投资者不懂得媒介运作的特殊规律，认为报纸既然是我投资的，一切

就应该我说了算，不仅直接深度干预编辑方针，而且连具体采编事务也要干预。某民营企业投

资一家报纸，投资商不仅要管经费开支，连每个版面的选题都要管，都要提意见，发声音，严

重干扰了采编人员的思路，造成投资商和采编人员的矛盾，影响了报纸的质量。 

  另一家大型民营企业有四十多家子公司，公司总资产上百亿。去年，公司老板有兴趣进军

传媒产业，在上海投资制作一档电视节目。但老板不懂节目制作规律，又对刚组建的栏目组不

放心，对每一笔资金都要亲自审批。而该企业老总掌管着四十多家企业，制片人常常为了几千

元的支出，花上一两个星期去寻找该老总审批。而且对于栏目必不可少的一些费用，如置景、

包装和相关劳务费，公司都不能及时到位，导致节目不能形成核心竞争力，节目很快就被电视

台撤销。 

  三、媒体市场缺乏资本可以托付的经营管理团队 

  当市场战略决定之后，合作团队的选择就是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的媒体人对媒体

和市场的结合还没有足够的经验。他们有着较高的专业素质，却缺乏在市场中操练的经验。调

查显示，目前国内共有5000多家新闻媒体，从业人员达55万人。但其中懂得媒体经营管理的人

才却不到1％，而作为领军人物的媒体管理精英更是少之又少，缺少资本可以托付的“媒体职

业经理人”。 

  “媒体职业经理人”是指熟知中国传媒国情，懂得运用经营管理和新闻业务知识、经验及

技能，以媒体经营管理为职业的经营管理人才。这些人一般应具有三种能力：一是把握体制和

政策能力，有政治头脑和制度意识；二是熟悉新闻业务能力，掌握基本新闻业务；三是企业经

营管理能力，懂得管理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学、财务会计学等基本经管知识。发行人、总经

理、总编辑、内容总监、发行总监、广告总监、生产总监、人力资源总监以及网络媒体的首席

执行官等，均可称为“媒体职业经理人”。一般情况下，媒体职业经理人应当具备四个基本特

点：在职业定位上，具备以传媒为职业生活和手段的基本理念；在职业素养上，具备传媒专业

素养以及经营管理的素质和技能；在职业道德上，具备传媒职业道德素养和职业经理人操守；

在职业环境上，具备相应的职业化程度，可在行业内部自由流动和参与竞争。② 

  由于缺乏资本可以托付的经营管理团队，许多投资商把钱投到媒体后，媒体的负责人根本

 



不考虑怎么样产生效益，一开始就大手大脚，把编辑部设在五星级宾馆，花钱如水流，几百万

很快就烧没了，只得再次向投资商伸手，美其名曰“要看长远”。投资商看不到任何前景，往

往不愿追加投资，媒体陷入难以为继的地步。须知这些社会资本与国家投资有本质的不同。投

资媒体不是投资慈善事业，这些社会资本是要尽快回收尽快赢利的。在投资风险十分巨大的今

天，期望投资者容忍长期亏损，无效益无希望地长期“陪你玩”是不现实的。 

  四、前车之鉴，警钟声声 

  其实，业外资本进入传媒产业惨遭失利的案例不仅发生在国内，在欧美国家也很多。 

  威旺迪环球集团的前身是法国自来水总公司，该公司是法国最大的自来水供应、垃圾处理

和环保设备制造公司。当时贝塔斯曼的总裁给威旺迪首席执行官梅西耶打电话说美国在线—时

代华纳合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传媒集团。一句话勾起了威旺迪做传媒集团的想法。经过大刀

阔斧令人眼花缭乱的系列购并动作，威旺迪集团很快便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600多个公

司，主体业务涉及音乐、影视、出版、电信、环保等六大部分，在世界传媒巨头排行榜中排到

了前列。但因为巨额兼并和经营不善，该公司负债累累。2002年7月初，因为涉嫌假账以及巨

额债务缠身，公司股票7月2日在巴黎证券市场上遭遇抛售，3天之内市值缩水1／3。从2002年

11月开始，威旺迪集团已陆续将其在威旺迪环境中的股份出售给17家法国主要机构的联盟。

2003年，威旺迪将其在美国的电影和电视业务出售给通用电气，威旺迪获得38亿美元的现金。 

  从以上分析来看，传媒不是一个谁都有能力涉足的行业，它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和人才积

累。现在，业外资本和传媒合作屡屡出现问题，给传媒界和资本方都敲响了警钟，许多媒体在

选择合作伙伴时，不仅考虑投资方的资金实力，更看重投资方的传媒业界的资源和媒体运作经

验。一家大型传媒集团的老总就说过，我们选择合作对象时不能只看资本的体格，还要看资本

的性格和品格。投资商的资产大，不一定就能支持媒体发展。很多老板在和传媒人做朋友交往

时都很好说话，但真正合作做生意时就不那么好商量了。传媒人选择合作伙伴时一定要有眼

光。 

  就我看来，中国传媒市场十分复杂，能在中国传媒市场有所作为的主要有这么几类公司：

跨国传媒巨头、国内顶尖的内容提供商（包括报纸、杂志及影视节目制作公司）、具有全国覆

盖能力的发行商以及网络门户。业外资本进入传媒一定要非常慎重，不要被一些美好前景和统

计数据所迷惑，在进军媒体市场之前，一定要做一些充分的调查研究。总之，我们衷心希望已

经进入或正在准备进入中国传媒市场的业外资本一路走好。 

  注释： 

  ①参见孙燕君等著《期刊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版 

  ②张志安、唐大勇：《传媒职业经理人初探》，《新闻记者》200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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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外资本进入传媒业的风险 会员评论[共 0 篇] ╠

 

╣ 我要评论 ╠

会员名：    密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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