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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西方发达国家传媒产业通过重组，形成了专业化、集团化、国际化

和跨媒体运营的传媒业发展趋势。为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传媒

业必须加快重组和融合，塑造实力雄厚的传媒巨头，参与国际分工，扭转在全球

传媒业竞争中失衡的市场格局。我们必须制定适应的产业政策，保护和扶持传媒

业的发展与重组，做大做强传媒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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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与科技的结合日益紧密的世界环境下，文化

实力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防实力同样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

出，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强弱的重要尺度。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国际

分工的高端优势，集中全球绝大部分传媒手段，垄断文化内容的传播，输出文化

资本，将其它发展中国家纳入自己的发展轨道，企图占领全球文化市场。为提高

我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传媒业重组已经迫在眉睫。  

一、传媒产业重组是国际传媒业发展的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发达国家为保持在国际上的文化优势，

加快了传媒业重组的速度，使世界传媒产业形成了专业化、集团化、国际化和跨

媒体运营的发展趋势[1]。  

1、传媒业重组造就传媒产业巨人  

第五次世界范围内企业并购风云中，媒体业重组大出风头：从行业内部向跨行业

发展，从国内购并向跨国购并发展，从发达国家向全球扩展，从最初的横向并购

向纵向并购以及混合并购发展。如美国媒体业同网络业的融合——雅虎与福克斯

公司联手、美国在线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联合等，掀起了全球传媒业重组的浪潮。

世界 500 强中不乏传媒业巨头，如索尼公司、迪斯尼、时代华纳、默多克新闻集

团等。而英国的皮尔森有限公司和卢森堡的广播、电视集团的合并，诞生了欧洲

最大新闻广播、电视和报业集团，创造了媒体公司市值总额达 200 亿美元的新记

录[2]。这些传媒业巨头推动了传媒产业结构的变迁，并且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  

2、多种媒体交叉重组引人注目  

由于经济自由化对媒体、电讯和文化产业的行业限制的消除，传媒业由最初的竞

争、兼并与合作，到如今的媒体交叉混合带来了新的效益。如迪斯尼公司收购了

美国三大电视网之一的 ABC 公司，宣传推销自己的产品，仅传媒一项，每年在美

国所创票房收入即达到十几亿美元，整个公司年营业额超过数百亿美元。现在美

国 64 家主要媒体公司中有 38％的公司至少拥有两种传播媒体，有 26％的公司至

少涉足三种媒体产业，有近 60％的公司是混合型媒体公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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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跨行业的综合性产业集团是传媒业重组的风向标  

美国电信业、互联网、娱乐业及咨询业为追求技术上的领先进行重组，相互融合。

如 rox、css、xnc 等几大电视媒体企业纷纷收购网络企业，有线电视公司同电话

公司合并合作等。目前美国最大的 25 家媒介集团，都是包括广播、电视、报纸、

杂志、出版、电影、唱片、娱乐、电话、互联网、体育、广告等众多产业在内的

超级信息传播集团。传媒产业的跨行业重组发展潜力巨大，优势明显。  

4、资本重组是传媒业资本积累的最好途径 

资本重组就是要通过兼并、收购、联合、破产等途径，实现传媒资产的流动、要素的再组合

和资源的重新配置。其带来的资本积累，能够实现资本扩张和产业规模的扩张，对提高国际

竞争力的作用十分重要。如国际传媒业中的新闻集团、时代华纳等传媒集团，在投融资体制

上，实行产业经营与资本经营相结合，加速了传媒产业的资本积累，也提高了国际竞争力。    
二、中国传媒业重组的紧迫性和必然性  
世界传媒产业的技术和经营趋势，提供了我国传媒业发展的榜样与模式。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传媒界涌现了一批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集团，但中国的传媒产业尚未真正形成,产业链

也并不完整。另外，我们的产业体制、体系，市场体制、体系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形势

还不相适应，产品和服务的数量、质量、品种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相适

应[4]。  
1、我国国情呼唤传媒业重组  
虽然目前我国传媒业发展环境逐步优化，科技含量不断提高，但在我国，一是由于某种社会

政治历史的传承，传媒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视做是纯粹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设施之

一，其宣传教化作用被强调到近乎唯一的程度；而其产业化功能却被有意无意地置于被压抑

和被忽略的地步；二是传媒业中行政事业单位比例过大——约占总数的百分之 65[5]，这说

明我国传媒业的发展还未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形势，还存在太多计划经济的痕迹；三是我国传

媒业国有资本仍占主导地位，如新闻出版业国有资本比例占到 85.3%，港澳台资本和外商资

本所占比例分别为 0.1%和 0.3%；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中，国有资本比例占到 54.9%，港

澳台资本和外商资本所占比例分别为 2.4%和 1.1%。要使传媒业从更多地依靠政府政策主导

和财政拨款的国情，向由政府政策和市场机制共同推动的方向发展，必须充分运用市场的力

量，突出其产业化功能，加快重组，形成对国民经济和传媒文化领域高度的制控力。  
2、国际竞争迫使传媒业重组   
在迎战全球范围内的传媒并购浪潮中，我国的传媒业以报业集团为先导，从中央到地方相继

出现了为数众多的传媒集团，亦取得了可喜的阶段性成果。各集团的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扩大，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有显著提升，这些都证明传媒业走向整合的可能性、合理性乃至现实

性。但据调查和数据对比显示，国际竞争力的几个要素中，除了需求状况我国占有明显的优

势之外，其他几个要素我国均没有优势，在国际上亦不具备国际竞争力[6]。因此，我国传

媒业必须加快重组和融合，塑造实力雄厚的传媒巨头，参与国际分工，扭转在全球传媒业竞

争中失衡的市场格局。   
3、我国传媒业资本积累有赖传媒业重组  
投融资体制的建设是我国传媒业发展的瓶颈。传媒业重组正是为了实现资本扩张和产业规模

的扩张。目前，我国处于巨额闲置资本的增值冲动和媒介产业对资本进入的高度饥渴状况。

当资本市场和媒介市场结合之后，重新适度地改造可能就会成为新的热点。现在我国传媒业

正是到了“再造”、“重组”的有利时机，我们应该适度地让资本、产业发挥自己的价值链接的

功能，进入传媒业重组。这种重组不但能更好地提高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还能在边缘层面产

生更大的空间[7]。在我国，媒介产业这样一个投资回报潜力巨大的智力密集型产业发展前

景和市场增值及扩展的空间相当广阔。我们要大胆地将我国巨额闲置资本引入传媒业，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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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短时间内使我国传媒产业乃至文化产业的发展跃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既是适应世界潮流

的迫切需要，也是增强我国传媒乃至文化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对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意义重

大。  
三、实现传媒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速传媒业重组  
现阶段我国传媒业的大融合及各种重组转型已成定局。中国传媒正在经历着一场空前激烈的

重组、兼并、改革的深刻变化。这是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实现

国家综合实力的全面增长，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8]。我们

必须制定适应的产业政策，保护和扶持传媒业的发展。确保传媒业在承担起媒体的社会责任

的前提下，不改变其企业属性，确保资本的保值增值，确保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

壮大，这是我国媒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十分重要的任务。我们不仅要在国门内通过调整与重

组，培育出中国传媒的航母集团，做大做强传媒产业，还要提高传媒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走

出国门，走向世界，办出在国际上有影响力、有分量、有话语权、受尊重的媒体。我们要加

快壮大自己的传媒跨国公司，这已是中国传媒业的当务之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传媒市场的充分发育和走向成熟，中国传媒业现阶段更需要加快产业资本重组，实现国

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抓好文化‘走出去’重大工程项目的实施，充分利

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主动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扩大对外

文化贸易，拓展文化发展空间，初步改变我国文化产品贸易逆差较大的被动局面，形成以民

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由单一、粗

放经营，向规模、集约化经营转变；创新产品内涵，打造特色品牌，推进传媒国际化进程，

实现国家综合实力的全面增长，实现传媒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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