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添加收藏

 传人社区

 投稿信箱

首页  关于我们  传播学分类  学者与传人推介  相关网站资料 

传播学论坛 → 传播学分类 → 传媒经营与管理 

都市报的风雨十年一一兼论中国传媒的市场化之路 

 
 

一、都市报的兴起 
 

都市报肇始于1995年，这一年的元旦，《华西都市报》创刊。这份报纸创下了几个第一：第一次定义了“都

市报”这个称谓，第一次提出“市民生活报”的思路，第一次推行“全面走向市场”，第一次主张“新闻策

略”，第一次创造“敲门发行学”。随后，全国掀起了创办都市报的高潮。随后的十年，中国传媒风起云涌，波

澜壮阔，举其大者，追随《华西都市报》的《成都商报》、《华商报》，均由“方面军”拼升为“主力军”，无

论是发行量、广告额还是影响力，都堪称该省份或城市的第一大报，而《南方都市报》、《京华时报》、《现代

快报》等也都在报业发达的省份和城市异军突起，跻身前列。可以说，都市报构成了中国传媒历史重大而独特的

现象和景观，在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市场经济和文化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经历了多舛曲折的历史命

运，并在探索中留下了诸多的经验教训。历史并没有完结，都市报还在探索和发展着。因此，对于都市报这一传

媒现象的研究，就显得更具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都市报刚一出现，就引起新闻界和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充分关注。这个新生事物，既得到了读者和市场的认

可，也得到了新闻界和新闻传播学界的喝彩，管理层将其称为“重大决策”。都市报兴起的原因，也被认为是市

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程度的提高，读者需求的多样化，新闻改革的深化，等等诸多方面使然。随后的情况是，

都市报在市场上的表现，引起多方面的质疑，社会新闻的“黑”化和娱乐新闻“软”化，在经济利益引擎的驱动

下迅速同质化。这样出现了两个问题：小报化倾向遭到诟病，而同质化又带来市场危机的加剧，各种力量的挤压

和博弈左右着多项变量，都市报处于矛盾之中，开始调整思路，寻找突围的方向，被有的学者称之为“都市报的

分化”。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市场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都市报正面临着艰难的蜕变。 
都市报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特指定位于市民生活的综合性日报，综合性、区域性、城市化、市场化是它的

基本特征。都市报的发生发展，乃至变化，确乎是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城市化之于都市报，确为题中应有之

义。城市化的前提是经济的发展，都市报在中国的出现有一个关键的前提，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给都

市报提供了出现的可能，也给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简而言之，在诸多因素中，市场化是都市报产生和发

展变化的根本动因。市场化这一因素，在与传媒的本体和功能及传媒生态的相互建构和解构中，也就是在传媒内

部及与社会的多项变量之中，生成结构性矛盾，进而在多重复杂的悖论中，推动都市报乃至中国传媒的发展。 
 

 

二、都市报发展的三个阶段 
 

梳理都市报的十年，不能忽略新时期整个历史进程。改革开放的20多年，我国的政治社会生活，正处在一个

历史的转型时期，具体经历和正在经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以三个三中全会为标志开始的。1978年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开始了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的传媒，以晚报的消遣娱乐作为党报的补充而开始复兴，对当时转变观念

和思想启蒙，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新闻学领域，关于新闻与信息以及传媒多重属性的讨论渐次深入，为传

媒变革埋下了观念的伏笔。第二个阶段是邓小平南巡后的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一年多后，都市报崛起，这个阶段用了十年。2003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初步建立，变成完善，一词之差，涵义深远，开始了第三个阶段，一个以制度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都市

报经过这十年的市场洗礼，带着它对我们这个时代多方面的贡献，和它自身的负担，踏进了前景并不乐观的新阶

段。 
勾勒出一个大的历史框架，我们再把关注点放到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至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这十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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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都市报的发展变化过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初步建立到完善的十年，都市报同样经历和正在经历三个阶

段：即初创期的市民生活报阶段；调整期的主流化追求阶段，接着便进入了分化的阶段。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每

一个变化的细节都留下市场化推动和催化的痕迹。 
对于传媒的理解通常有两种含义：一是作为工具和技术手段的媒介，二是作为社会传播组织的媒介。传媒既

从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范畴，是国家机器，又属于信息产业。传媒作为产业，传媒产品作为商品，须在市场

中实现其价值。与其它商品不同在于，传媒商品具有特殊性，含有双重的价值属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传媒被

定位在上层建筑之内，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承担着喉舌和工具的职能。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

建立，其商品属性才被重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成为转型期传媒管理的新的控制模式。 
上层建筑的属性，在这里是一种占有支配性地位的结构，是思考和处理传媒问题的基点。由于市场化因素的

介入，商品的属性才得以凸显，成为一种新兴的结构，发挥它特有的作用。而支配性结构和新兴结构都要通过作

为传者的传媒机构，通过文本的制作、传播和售卖，来实现其价值目标，而传者的多种诉求，及其一整套的传媒

规范，也作为一种参与结构，加入到支配性结构和新兴结构的建构和博弈中，在同一系统运转。寓于一个整体之

中的这三种结构取向存在差异，它们在矛盾的运动中能否达成和谐，是此消彼长，还是对立统一？ 
 

 

三、社会新闻的价值重估 
 

  都市报得以出现，是党报在刚刚兴起的市场经济面前，出于盈利动机所做的策略选择，“大报管导向，小报

闯市场”，“小报养大报”。这是在体制范围内的考量。都市报先驱们的智慧体现在对历史机遇的感觉和对传媒

规律的把握上，二者一旦契合，迸发出“市民生活报”的灵感，也就有了本文开篇的那几个第一。他们深入地思

考区域经济与“新闻纸”的关系，探索传媒作为经济体的盈利模式，厘清新闻与宣传的区别，并牢牢地抓住了这

个机会，发展自己。 
由于都市报定义在市民生活报，那么关乎市民日常生活的新闻大量刊登在报纸上，这是一个具有历史价值的

现象。都市报的设计者十年来一直没有放弃新闻策划，而我却认为，都市报为中国传媒真正开风气的，是社会新

闻，有一句话叫“社会新闻打天下”，这一点值得深思。与此前以公费订阅为主相比照，自费订阅和报摊零售成

为风尚，自主选择使真正意义的读者出现了，而这种供求形成规模，一个订阅和零售市场的形成也就成为必然。

这些现象的出现，对人们精神文化与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影响和冲击之大，不可低估。这使我们想起美国十九世纪

“便士报”的出现，以“刊载新闻，置于公众之前，刊载广告”三条为宗旨，形成与政党报纸完全不同的新闻观

念和形态，“扭转了新闻报道乃至整个运作的价值观”，成为在美国新闻史上从政党新闻向现代新闻转折的著名

案例。 
从西方传媒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传媒在从革命时期宣传型的“言论纸”向大众信息型的“新闻纸”转化的

转型期，社会市场经济经过一定的发展，传媒走向市场的条件逐步完善，受众信息需求偏向社会生活领域。这直

接导致了大众媒介内容和操作方法上的偏向，因之，社会新闻也就有了它的市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

确需要对都市报初创阶段“社会新闻打天下”的历史价值进行重新评估。 
都市报的社会新闻包含两层意思，一个是一般意义的社会新闻，一个是新闻的社会新闻化处理。社会新闻讲

求突发和现场，独家和速度，在标题处理上显然要找到“卖点”，在写作上要“细节化”叙述。新闻的社会新闻

化处理，就是寻求一种可读性，比如时政新闻、会议报道很枯燥，但要从中找到“卖点”，软化处理，使之易于

或乐于为大众读者所接受。无论如何我们看到，都市报的大规模的社会新闻操作，虽然可以用泥沙俱下来形容，

但是它毕竟在一定意义上拓展了新闻和思想的边界，尽管还相当微弱相当有限，亦弥足珍贵。 
社会新闻打天下，造成两个方面的不良后果，一个是负面报道过多过滥；另一个是都市报本身的功利诉求，

导致同质化的恶性市场竞争，市场集中度空前加大，利润摊薄。这一变化，使报业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并采取

积极手段扭转颓势。所以，社会新闻的负面价值，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它的正面价值。 
 

 

四、“主流媒体”的不同想象 
 

都市报在发展初期养成的小报习气和同质化，使其遭遇发展瓶颈，开始寻求突围。《华西都市报》在创刊五

年后，调整“市民生活报”的办报思路，第一个发出宣言，要办成“高品位的主流报纸”。接着，《南方都市

报》在报业发达的广州，也举起“主流”的旗帜，随后，都市报几乎全都宣称要“迈向主流”。那么怎么界定



“主流媒体”呢？有西方学者称，主流媒体又叫“精英媒体”或“议程设置媒体”。这类媒体设置着新闻框架，

所有二、三流的媒体每天都在这个框架内筛选新闻。与之相同，国内学者也把主流媒体定义为精英媒体，并与大

众媒体作了区分，认为主流传媒就是以吸聚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受众作为自己市场诉求的传媒，也就是以质取胜的

传媒。按照这样的区分，定义为“市民生活报”的中国都市报，在刚刚成长五六年的时候，是否能够超越大众传

媒的特性，顺利地实现向主流媒体的转型呢？ 
都市报的主流倡导者似乎坚信他们的判断力，根本不怀疑实现主流的可能性，开始了“迈向主流”的征程，

这是传者的立场。这一转型符合支配性结构的意愿，起码在他们看来都市报是在往正途上走。但在他们的视野

里，都市报仍然被称作“小报”，不管有多少发行量，多少广告和多大的影响力。 
在迈向主流这一转型问题上，新兴结构没有显示出足够的热情，虽然面对同质化他们的焦虑最为痛切，但主

流就意味着某些受市场追捧的东西，最能换来利润的东西可能受到排斥。事实上，直到目前还没有出现都市报以

迈向主流的转型，给报纸带来质的飞跃而跻居老大的实例。对于新兴结构来说，主流更有可能是一种策略，是一

种想通过报格的有限提升，增强市场竞争力，最终带来经济效益的意图。这就使都市报的操作者陷入到两难的尴

尬境地，意欲在大众化和主流化上实现双赢，妥协于报格和卖点、主流人群与大众之间，最终导致思路和定位的

混乱。而对于新兴结构来说，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把传媒做大，做到同城最大，才是出路，不管你主张的是什

么。有一个现象很说明问题，真正做到了同城最大并处绝对优势的都市报，并没有积极地加入到张扬主流的行列

里，他们也在适时地做出调整，但仍然一如既往地走自己的路，比如《华商报》、《成都商报》、《新文化报》

等。这是因为他们已经做大，成为当地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第一传媒，并已经有能力设置媒体议程，没必要再打

一个什么旗号出来。 
 

 

五、分众时代的传媒取向 
 

  都市报的同质化造成市场竞争的加剧，而主流的追求又使得市民生活取向的都市报处于报格和卖点的游离之

间。这个过程，是伴随着中国社会市场化的进程而来的。都市报的出现，是短缺时代的产物。十年间经济高速增

长，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我们甚至提前进入到过剩的时代，都市报的同质化就是过剩经济在传媒市场上的具体

表现。十年前是读者需要新闻和资讯，十年后读者需要的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新闻和资讯，选择出现

了。出于不同的需求，读者就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这就告诉我们，从传媒市场的角度，我们开始进入到一个分众

的时代。专业化的传媒欢欣鼓舞地迎接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来临，而作为综合性日报的都市报，却面临着重大的历

史抉择，综合性的内在特质与分众的市场需求怎么结合呢？ 
  由于都市报的单一盈利模式对广告形成过多依赖，因此当产业景气发生波动、广告政策多变、新兴媒体的冲

击和分流以及整合营销与分众化传播出现时，都市报便面临更大的压力。 
在操作层面上，怎样适应个性化、多样化，或叫“碎片化”社会分层发展趋势和市场要求呢？有人提出综合

性日报的信息提供模式应该由“百货商场式”向更加精确、更加细分的“专卖店式”转型，以大众传媒加上分众

经营的市场策略，为市场提供综合新闻加上定制化资讯的内容产品，以传统介质加上新技术包括网络的立体传播

手段，参与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建构，来改变都市报的被动局面，在市场上寻找新一轮突破的同时，推

动新一轮的政治文明进程。可以看到，这是一种成熟性思考，但实践的结果会怎样，这其中多种力量默契、协调

和对抗所形成的矛盾怎样推动传媒发展，还没有谁能下这个结论。但有一点应该提及，就是在这一发展转折的历

史时刻，都市报能否实现突围并走向未来，是对我们中国传媒界自主创新能力的一次考验，也从一个方面佐证了

国家对发展的历史期待和坚定信心。 
 

 

作者简介：中国海洋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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