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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背景下，中国新闻媒体正面临新一轮改革 

作者： 李良荣  

关键词： WTO┊阅读：516次┊ 

本文作者：李良荣 刘晓红  

一、加入WTO将改变中国新闻媒体的生存环境  

加入WTO以后，中国的新闻媒体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冲击或影响？目前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心态左右着中国的新闻界。一种是

“任凭风高浪急，我自闲庭信步”。因为按照已经透露出来的中国和美国、欧盟等国家所签署的中国加入WTO协议条款

中，中国的新闻媒体还可以受到政府的保护，不会直接面对国外传媒的冲击。所以，这些人认为，中国加入WTO以后，中

国传媒将会受到巨大冲击的说法不过是危言耸听。另一种则是因忧虑而带来的焦虑。“狼真的来了”，加入WTO，国外的

传媒迟早将进入中国，面对西方媒体的庞然大物，中国传媒的“小、散、乱”的状况将难以与之抗争，受众的流失、广

告份额的减少、社会影响力的下降等等现象将不可避免。他们提出的对策就是“做大中国媒体”，组建中国媒体的巨

舰，才能和国外超级传媒对撞、搏杀。  

然而，这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心态都有两个共同点。其一是他们都以中国为加入WTO和外国签订的协议条款作为依据，以

国外媒体能否进入中国为唯一论据，推断出中国媒体在入世以后的处境；其二是入世对中国媒体的影响，他们过多考虑

其负面的或消极的方面，所以总想着“抵御”的对策，最好能“拒敌于国门之外”。  

入世究竟将对中国传媒产生什么影响？套用一句老话：机遇与挑战并存。而这种机遇与挑战并不能从中国与外国签订的

有关媒体条款中寻找依据，而必须从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新闻媒体的生存环境的改变中寻找答案。作为比较，我们可以

回想一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可以说对中国新闻改革只字未

提，但20年来，中国的新闻改革已使中国媒体今非昔比。这原因就是因为改革开放使中国传媒的生存环境改变了，传媒

在宣传改革开放的同时也必须不断变革自身，才能适应新的环境。同样，中国加入WTO，使中国传媒将面对一个全新的生

存环境。  

中国加入WTO，首先意味着中国经济步入全球一体化的轨道，全球化是指不同国家的市场和生产，借助货物和服务的贸易

机制，通过资本的技术的流动，越来越互相依赖的过程。全球化真正“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从而，社会对信息的有效需求将会大大增加；从而，也使中国出现一个巨大的信

息落差。这种信息落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新闻传媒所提供的信息不足与社会对信息巨大需求之间的落差；二是

中国新闻传媒与国外新闻传媒之间出现的落差。  

中国加入WTO，意味着中国在行政、经济运行等方面的游戏规划必须快速和世界接轨，这自然包括信息披露，政府在涉及

经济、金融、对外贸易等方面的决策必须是公开的，人们获取信息必须是公平的。  

中国加入WTO，还意味着文化市场的开放。我国承诺逐步开放发行业、广告业和互联网服务等领域，逐步加大国外电影、

杂志、娱乐产品进入中国的数量。这无疑对中国的媒体造成直接的冲击。  

这种种的一切都预示着，中国的新闻媒体的生存环境在中国入世以后将发生显著的变化；为适应新的环境，中国传媒不

得不继续进行新的变革。可以预见，在中国入世以后，中国的传媒将面临新一轮的新闻改革。  

二、改革新闻内涵和传播方式将是新一轮新闻改革重点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新闻改革的重点在媒体，即媒体的数量——从少到多；媒体的结构——从垂直的单一党报结构走

向多品种多层次媒体结构；媒体的功能——以单一的宣传功能走向综合的多种功能。这个成就举世公认。  

而在新一轮的新闻改革中，中国新闻改革的重点将是新闻，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以尊重宪法所赋予的公

民的知晓权为出发点，坚持新闻和新闻报道“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也就是说，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公民能够通

过公开的渠道公平地获得他们需要的信息；公民能够通过公开的渠道公正地表达他们的意见。  

这要求大大增加新闻报道的信息量。除国家机密之外，凡是涉及到公众利益、涉及到企业决策的重大信息，无论是国内

还是国际、从政府决策到时事，都应该在新闻媒体公开发布。  

这要求大大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不是零碎的、浅显的报道，而是需要综合的、深度的报道，能够让受众不但及时了解

世界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而且明白其来龙去脉，把握其发生的原因以及趋势。  

这要求大大增加新闻报道的及时性。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然延伸就是公民在信息获取上的人人平等。无论是对内还

是对外，无论是官还是民，除国家机密外，人人都应该公平地获取信息，就像在证券市场上信息披露那样，过去那种

“内外有别”、“出口转内销”、层层传达等等方式都将或早或迟地改变。  

2005-11-28

上一篇 PREVIOUS 

下一篇 NEXT 

动态 NEWS 

 

文章 动态   

请输入您要搜索的关键词

nmlkji nmlk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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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媒介管理之可持续发展战略观 

作者：罗晓娜┊ 2006-05-29 

  一、 媒介与管理  媒介管理，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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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切管理与营运也是应势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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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满足社会对信息的需求，才能填补在加入WTO以后中国媒体所面临的巨大的信息落差。也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和国外媒体展开公平的竞争。  

经过20年的发展、改革，中国媒体在硬件设施上，无论报纸的采编、印刷还是广播电视采编、传输，决不落后于世界先

进水平。我们记者编辑队伍的素质、水平，虽然有待进一步提高，但可以适应任何激烈的竞争。但我们和国外媒体的竞

争却不公平。这不是外国人强加给我们的，而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束缚住了。只要记者聪明才智得到发挥，在和国外媒体

竞争中，中国的新闻媒体决不输给任何人。  

三、渐进将是新一轮新闻改革的基本特点  

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步入全球一体化、中国的游戏规则和国际接轨将是渐进的。与此相适应，中国经济结构的调

整、社会的转型以及政府办事方式的改变也将是渐进的，不可能在短期内一蹴而就。根据协议，中国文化市场的开放也

是分期分批的。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新一轮的新闻改革是渐进的，这和过去20年的新闻改革具有相同之处。  

这个渐进是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具体表现为从资本市场到信息市场再到意见市场的逐步推进。所谓资本市场其实

质就是中国媒体利用业外资本来迅速壮大自身。这包括中国国内资本和外国资本。这一方面因为中国媒体极度缺乏资

本，国家财政已给媒体“断奶”，而业外资本又无法进入，媒体只有靠自己积累来发展，发展太慢；另一方面因为中国

媒体的市场广阔，回报率高，业外资本窥测已久。如何既不改变中国媒体原有的属性，又能让业外资本畅通进入，是必

须解决的难题。所谓信息市场和意见市场就是前面提到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这个渐进过程从媒体类别上看，将是从互联网到出版（书籍）、杂志，最后是报纸、广播、电视。因为中国的媒体中，

具有唯一的有公开的业外资本的是商业网站，并且在中国加入WTO的协议中，允许外商成为互联网内容的供应商。所以，

中国新一轮的新闻改革将从互联网开始；而出版、杂志（主要是文化类、生活类）的意识形态色彩相对较淡。报纸、广

播、电视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身负重任，改革当然会慎重得多。  

这个渐进过程从内容上看，将是娱乐（例如综艺节目、电视剧）、知识（例如报纸上专版）、经济信息，最后到时事新

闻。  

这个渐进过程从操作上将是从发行到广告，再可能影响编辑。因为允许业外资本（尤其外国资本）进入发行、进入广

告，其结果必然或迟或早，或多或少地影响内容的编排。  

新一番的新闻改革就其渐进过程看，和20年的新闻改革有其相似之处，但新一轮的新闻改革在强度上、深度上都将大大

超过前20年。这一场改革或迟或早都将到来，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准备。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良荣、博士生刘晓红）  

（责任编辑：） 

┆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 ┆

收藏本文

 读者留言

用户名：  * 密码： （游客）请在用户名处输入化名，无需密码 

 邮箱：  * 游客发言需提交邮箱 

效验码：  * 请输入：1027  

 *

 评论内容：不能超过250字，需审核后才会公布，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政策法规。 发表评论

传媒资讯网┆传媒学术网┆传媒考研网┆传媒博客┆传媒社区┆传媒书店 



© 2001-2009中华传媒网版权所有 京ICP061016 

Copyright © 2001-2009 MediaChina.net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