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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传媒、本土传媒的市场态势 

作者： 陈力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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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着国家的工业化，但是同时又面对着更新的信息化浪潮；1992年以来

中国又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在市场化还不成熟之际，我们现在又面临着加入ＷＴＯ以后的全球

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我国的各个产业为了求发展，都在努力信息化，在经济、法律层面与国际接轨。而传媒业由于各种

原因，尚不能简单地谈论与国际接轨，但是也需要对自己面临的形势有所了解，以便应对可能变化的新情况。在这个意

义上，分析现在境外传媒、我国本土传媒的市场态势，是有必要的。  

现实境外传媒进入中国传播市场的几种情况  

目前境外传媒（包括香港、台湾）的经营特征已经不是以传媒的形态作为划分的标志，跨行业和跨传媒形态经营成为常

态。因此，传统的印刷媒体与广播电视、网络、电信、娱乐，甚至普通工业、房地产业、航空业、旅游业等等，都有可

能属于同一巨大的母公司；而且综合各种传播形态的“大传媒”，跨地区跨国界的全方位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

势。从传统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到娱乐业、出版业、电话传真、卫星通讯和各种网上网下的信息服务，传播大整合的

趋势使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观察境外传媒对我国的进入，需要扩大观察视野，不然可能会忽视正在从其他方

面逼近本土传媒的竞争对手。以下境外传媒在我国境内的运作方式，即使是间接的，也应作为传媒市场竞争的重要因素

予以考虑。  

１，售让或节目交换  

这种形式早在80年代就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我国的电视业和电影业。例如默多克的新闻集团那时将200多部精品旧电影（以

《音乐之声》和秀兰.邓波尔的系列儿童故事片为代表）供给中央电视台播放；同时，大量境外动画片（以《花仙子》、

《阿童木》等为代表）也出现在中央电视台。通过提供内容，培养了一代中国的新观众，为打破传媒管制的坚冰埋下伏

笔。  

现在境外传媒与本土电视台的节目交换已经成为经常项目，省以上的电视台主要以支付版权费的方式，地市以下的电视

台和有线台主要以广告时间来交换节目。当然，这种方式的节目主要限于音乐娱乐方面。例如1995年美国维阿柯姆公司

的ＭＴＶ全球网以这种方式进入中国，国内有三十多家电视台每周播出其四档节目，共16小时，观众达到4000万以上。

其中ＭＴＶ名下的“自动点唱机”（Nickelodeon，该节目在全美电视节目收视率最高的频道中，占据了儿童节目市场的

一半以上）节目，每天在中国100多个有线频道播出半小时，深受青少年欢迎。  

２，授权品牌经营  

这是一种商务合作的方式，不涉及资本进入、股权交易，虽然目前不算普及，但有未来发展的广泛空间。例如2001年美

国迪斯尼互联网集团与中国的上市公司“海虹控股”签订合作协议，由海虹独家经营迪斯尼中文网站及其所有广告业

务，将内容全部汉化，并经营这个网站下属的“阵风”（Disneyblast）收费频道，开发网上英语教学。出钱的是海虹，

出品牌和技术的是迪斯尼。这是当代传媒市场的一种特殊的买卖策略联盟。当然，这个网站的内容只包括娱乐、游戏、

家庭、度假等等。  

３，各种不同形式的参股进入  

鉴于当代“大传播”的特点，一些境外传媒进入中国可以不走政策限制的通道，而走其他畅通的间接通道。对于这方

面，我们也应予以关注和利用。例如2001年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在中国网通集团引资时进入电信系统，虽然只占有股份3％

（6000万美元），但为它以后在中国电信业的发展打进一只楔子。它还与人民日报合办“北京笔电新人信息技术公

司”，在网络传播上求发展。同时，新闻集团还握有“网易”和renren.com各10％的股份。在电视领域，该集团以香港

凤凰台作为基地，与大陆三十多个省市有线电视台合作编播音乐、体育和人文地理节目。同在2001年，美国在线-时代华

纳公司与中国银行机构和首信集团进行商业合作，此举似乎与传媒无关，但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以传媒为主业的集团，其

与别人的任何合作，最终会与传媒挂钩的。  

４，投资控股式的进入  

这种方式在中国的杂志业已经是明显的事实。从1980年最早的国际数据库集团（IDG）在中国建立合资公司出版《计算机

世界》开始，这类由外资控股的非政治杂志已经很多，包括外国杂志的中国版。  

在电子传媒领域，这方面的政策的限制是明显的。然而，以广告创意与包装为主要业务的外资公司，是有可能进入电子

传媒领域的。例如天津的“金大陆公司”，便从侧面进入了中国电视业。这是1994年新闻集团以曲折的方式，最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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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思义即是指存在于媒介领域内的管理

问题。媒介是一种复杂的实体，其性

质、类型及功能的定位都是随着不同的

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与之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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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果公司”的名义与天津广播电视局合资的公司，丰果公司占有60％的股份，天津广电局提供厂房和设备，占有40％

的股份。现在，该公司为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十几家电视台进行了节目的整体包装和片头设计。后来该公司在广

电部规定的范围内，又与一些电视台合作制作文化娱乐方面的电视片（其中《中国茶文化》、《颜色》、《文化休闲》

等已有名气），还为一些境外媒体提供转播中国体育比赛的服务。  

５，直接的频道交换进入  

尽管这只是出现在局部地区，但作为一种试验，其经验应当予以关注。2002年，美国在线－时代华纳下属的“华娱”有

线电视（CETV）的中文台在广东珠江三角洲落地；同年新闻集团下属的星空台（Star）的音乐娱乐节目也在同一地区落

地。根据对等原则，我国的CCTV-9频道的英文节目则通过这两个公司的通道，上了美国的卫星频道。  

而此前的2000年，香港的无线、亚视、凤凰卫视和阳光卫视已经以各种方式进入大陆。2002年，凤凰卫视中文台被广播

电视总局批准进入珠江三角洲有线网络。  

６，直接的兼并收购  

目前这种方式主要是指2001年香港李嘉诚的TOM集团进入大陆的网络市场，一下子收购了多家网站，以及当时中国最大的

电子邮局“163.net”。它的下一步计划是收购有经济效益和有品牌的与传媒相关的产业。TOM集团是集网站、印刷媒

体、电视、广告业务为一身的多元传播集团，它目前主要经营跨媒体的广告业务，同时与一系列经济效益好、影响大的

传统传媒进行合作，搭建一个跨媒体的广告信息平台。  

境外传媒、我国政府管理机构、本土传媒各方的应对策略  

境外传媒要与本土传媒争夺的，包括媒体自身资源（频道等）、内容资源、人才、资金、市场（广告客户）、受众资

源、技术资源等等，而其竞争方式无非在四个方面，即资金、内容、人才、广告。他们善于利用资金杠杆进入发展中国

家的传媒业。再有就是内容方面的优势，他们通常拥有庞大的传媒产品库和传播内容源，特别是“普适性”的精品，不

惜以负收入推广，而当培养了受众群以后便掌握了传播市场的主动权。任何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境外传媒

在资金和内容占优势后，便可能或外派高级人才来管理，或重金挖走本土的优秀人才。当这一切都占据了优势后，广告

源便自然流到了有吸引力的一方。  

香港凤凰台可以作为一个境外传媒与本土传媒竞争的典型例子来分析。在资金充分保障、内容制作一流的前提下，其主

要人才来源于大陆，主要广告也来源于大陆，以致主要观众也在大陆。  

在内外传媒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第三方，即中国的政府管理机构，它可以通过自身拥有的优势资源——政策杠杆来协

调内外传媒的竞争，保障国家的政治利益和扶植本土传媒，同时又要考虑与社会整体开放的进程相适应。现在中国在传

播方面的准入，一方面需要谨慎，另一方面要有与时俱进的精神。导入境外传媒，意味着对管理者自身的执政水平、调

控能力及应变素质的综合检验。如果我们不能在有效地利用政策杠杆和本土资源优势的前提下，主动、积极地融入国际

传播中去，争取双赢，创造新型的策略选择，将管理政策法治化，那么在被动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本土传媒的信息

贫困化，或造成内外传媒间的数字鸿沟，这种情形对我方是很不利的。  

对于本土传媒来说，其优势没有境外传媒和政府管理机构多，因为境外传媒和政府管理机构都是只有一个目标，而本土

传媒需要同时达到两个目标，一是寻求政治上导向正确，一是寻求经济上的利益，平衡二者使得传媒的竞争中需要解决

许多具体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明确，本土传媒是有能力与境外传媒较量的。这些问题主要有：  

１，明确本土传媒的所有者。这个问题不明晰，就无法进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传媒集团的资

源配置也难到位。  

２，真正形成本土媒体跨媒体形态、跨地区重组的优势。现在广播电视台大合并、报纸集团纷纷挂牌，这个历史性的调

整确实取得了良好的阶段性成果。但是行政性的合并与市场化的重组是不同的，而且合并是以行政地缘为主、以产业扩

张和资源的物理组合为主。如果本土传媒能够跨媒体形态、跨地区重组，以资源配置优化、效益优先为重组的目标，这

样做强了的传媒集团，才会有能力与境外传媒抗争。  

３，建立稳定传媒优秀人才的激励机制。现在境外传媒对本土传媒的直接威胁是掀起“猎头”风潮，用各种方式挖走本

土传媒的优秀人才，而本土传媒现在对此几乎无能为力，而且冗员也难以流出。没有优秀人才，即使我们的传媒设备现

代化水平再高，也是空壳。这种危机已经显现，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机制，缺乏实质性的举措，在未来的内外传媒竞争

中，我们会不战而败。  

４，改革本土传媒本身的制作机制。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有一个很大的内容制作系统，冗员很多。拓展媒介内容的社

会化空间，可以为传媒发展奠定新的基础，增强与境外传媒竞争的能力。将新闻以外的内容更多地交给社会来制作，对

于节省内容成本，理顺竞争秩序，也是有意义的。  

如果中国本土的传媒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固有的体制性弊端，尽管目前的传媒业还比较弱小，但在境外传媒的攻势

下，就不会被击垮。可能结果会相反，通过与境外传媒的竞争，学到新的东西；同时，本土传媒也要充分利用现实的政

府扶植政策，尽管成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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