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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主要依据产业组织理论，运用SCP分析框架，对我国报业产业的市场结构、市场竞争行为、产业绩效进行实 

证分析，并针对我国报业面临的新形势以及报业市场的变化，提出了我国报业产业组织合理化和完善产业组织政策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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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报业产业的市场结构现状分 

析 

1．1 市场集中度 

市场集中度反映某一市场卖者或买者 

的规模结构，本文选用绝对集中度指标和相 

对集中度指标 HHI指数来衡量报业卖方市 

场集中度f 。 

(1)全国性报业市场的市场集中度分析。 

笔者收集了1988—2002年间，我国报业产业 

的广告经营总收入在全国前4名、前 8名及 

前 1O名的报业经营实体的广告收入情况， 

在此基础上根据绝对集中度计算公式：CR = 
n f全部 

∑ ／∑ 分别计算了各年度的绝对集中 
i=I ／ i=I 

度指数C尺 、CR。和CR。。值(参见表 1)。 

从表 1的 指数的分析可知：我国全 

国性报业市场的绝对集中度指数CR 、CR。 

和CR。。值均较低，表明没有市场势力很强的 

具有一定垄断性的报社或报业集团。但我国 

全国性报业市场集中度有逐步提高之势，这 

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报业经营市场 

化和产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报业经营实体 

的经营规模在不断扩大，经营收入有逐步向 

优势报社和报业集团集中之势。由于我国真 

正意义上的全国报业市场还没有形成，因此 

表1 全国报纸广告市场集中度计算 单位：万元 最大的支付能力和购买 

对我国目前的全国性报业市场的现状分析 

并没有实质性意义。 

(2)地区性报业市场集中度分析。我国 

地区性报业市场主要是指地区性中心城市 

报业市场，促使地区性中心城市报业市场形 

成的主要原因是地区性中心城市是该地区 

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而且中心城市拥有 

性报业市场具有以下特点：①根据以上 3种 

指标(即CR 值、CR 值和 HHI值)以不同的 

分类标准分别对 13个样本城市的报业广告 

市场结构进行分类，得出的结论大致相同。 

即北京报业广告市场为竞争型市场结构；天 

津为垄断程度极高的寡占型市场结掏；其余 

城市均为垄断程度略低的寡头垄断型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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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部分城市报业广告市场集中度分析(2002年月平均数据) 

单位：元 

数据来源：慧聪报刊资讯 WWW．media．sinobnet．eom 

结构，其中长沙、上海等城市的竞争性更强 

一 些。②进一步分析可知，北京和上海市场 

的竞争性很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报业市场 

的报纸广告绝对数额较大，报纸数量较多， 

市场上没有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的报纸，如两 

个市场中的报纸都有3O种之多。长沙市场 

结构竞争性较强的原因是也是市场上没有 

绝对强势地位的报纸。虽然广州和深圳市场 

的报纸数量也较多(分别为3O种和2O种)， 

但两市的报业市场结构的垄断性却较强，其 

主要原因是在广州和深圳报业市场上《广州 

日报》和《深圳特区报》占据着绝对优势地 

位。在天津报业市场上，《今晚报》的广告收 

入几乎占到了整个市场的52．69％处于绝对 

垄断地位，因此天津报业市场结构的垄断程 

度极高。 

1．2产品差异化对我国报业市场结构的影 

响 

除市场集中度外，报业市场的产品差异 

化对报业市场结构影响很大。我国报业产品 

差异化的现状具有以下特点：①我国报业的 

发行市场(up读者市场)的产品差异化程度比 

报业广告市场的要大。②我国报业地区性差 

异明显，报纸的地区性差异使我国报业市场 

呈现很强的地区性特征。⑥我国的行业报和 

对象类报纸将报业市场划分成许多细分市 

场，但这种细分不是基于市场竞争规律的细 

分，而是一种行政划分。④在激烈的地区性 

报业市场竞争中，报纸的同质化趋势明显。 

机关报的都市化、日报的晚报化，使处于同 
一 竞争性市场中的不同类别的报纸在出版 

时间差异、功能差异、服 

务和时效、内容差异等 

方面的差别越来越小 ， 

并有 日益趋同的趋势。 

⑧品牌营销的差异化， 

在我国报业市场的竞争 

中还刚刚起步，但这种 

差异化的实施给我国有 

的报纸带来了极大的竞 

争优势和市场运作的成 

功。 

1．3 规模经济对报业 

市场结构的影响 

我国报业规模经济 

是指我国报业生产经营 

企业即报社或报业集团 

随着生产和经营规模的 

扩大，其产品成本不断降低、收益不断递增 

的一种趋势。我国大部分市场化运作成功的 

报纸，特别是都市类报纸，一直具有较大规 

模的发行量，并处于持续盈利阶段。有些报 

纸虽然没有处在最佳发行规模位置，但由于 

处于有效发行规模区间，随着发行量的增 

加，虽然盈利逐步下降，但还是处在盈利阶 

段 广告收入也在逐步上升，应该说，这些报 

纸还是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21。但我国目前 

处于盈利阶段的报纸，大致为 600家左右， 

而且有些报纸的盈利来自于行政资源的保 

护，真正靠市场化运作经营盈利的报纸也就 

2o0家左右，大致占到我国报纸总数的 l5％ 

左右[31。因此从数量上分析我国报业的规模 

经济状况是很不理想的。 

1．4 进入壁垒与退出壁垒 

影响报业进入壁垒的主要因素有：经济 

性进入壁垒和政策性壁垒等。就我国目前的 

报业市场分析，由于市场发育不充分，经济 

性进入壁垒并不很高，政策壁垒在起主导作 

用，政策性壁垒是我国报业进入和退出壁垒 

均较高的主要原因。 

2 我国报纸产业市场行为研究 

2．1 价格行为 

价格是调节市场供需的主要手段，在我 

国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报业市场，价格竞 

争策略(即掠夺性定价行为和限制性定价行 

为)一直是报社或报业集团的主要竞争策略 

之一，近年来在我国城市报业市场上频频暴 

发的价格大战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虽然我国地区性报业市场结构为集中 

度较高的

的报业经营实体之间不论在发行市场和广 

告市场都很少出现价格合谋行为，笔者经研 

究后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①报纸的日益 

趋同。②报业竞争的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 

价格都能被准确地观察到 (如报业广告市 

场)，在一个价格可观察性并不完善的市场 

中，秘密削减价格是可能的，而正是这种可 

能使得价格合谋难以维持。 

2．2 组织调整行为 

组织调整行为是指企业间合并、兼并、 

联合行为。它是对产业集中度和市场结构、 

市场效果影响颇大的一种市场行为。目前我 

国报业的组织调整行为主要是指报业集团 

化。 

(1)以行政手段为主导的报业集团化。 

在行政主导和市场力量的推动下，我国出现 

了组建报业集团的热潮。截止2o03年底，我 

国已成立报业集团39家，在这39家报业集 

团中，有中央级报纸 2家，省级报纸 24家， 

省会及计划单列城市报纸 13家，几乎囊括 

了我国东西南北的强势报纸，分布在广州、 

北京、上海、沈阳、长春、重庆、成都、武汉、长 

沙、杭州、深圳、石家庄、济南等报业市场化 

程度较高的中心城市。 

(2)报业集团的成立对我国报业市场结 

构的影响。成立报业集团是一种以政府行政 

力量和市场力量共同主导的我国报纸间的 

联合、兼并、合并的报业市场组织调整行为， 

因此它对我国目前的报业市场结构影响较 

大。从表 1全国报纸广告市场集中度数据可 

以看出，从 1996年我国成立第一家报业集 

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开始，其全国性的 

报业广告市场集中度有明显提高的趋势。笔 

者计算了全国报业广告的 1992～1996和 

1998—2o02的CR 、CR8、CRm的平均值，两个 

时段的平均 C 值，C 。值，C 值分别提 

高了5％、5．19％，6％。 

3 我国报业市场效果研究 

西方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市场机制的正 

常运行能保证资源的最佳分配，如果价格是 

由自由竞争的市场决定，且各种资源能自由 

进入，则从长期看，自由竞争会使行业的利 

润趋于社会的平均水平。贝恩等人认为，可 

用产业的长期利润率是否趋于平均化，来测 

量资源配置是否有效率，并认为产业利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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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集中度以及由此而来市场行为有关[41。 

3．1 我国报业利润水平分析 

随着我国报业广告收入的持续高速增 

长 ，一个巨大的报业市场已经形成 ，报业以 

其高利润率(投资回报率)被人们认为是目前 

我国为数不多的“暴利行业”，我国报业的利 

润率情况具有如下特征。 

(1)由于构成我国报业主要收入来源的 

广告收入自1981年以来一直处于高速增 

长，1983—2001年，其平均增长率为37．8％， 

相应的我国报业的利润率一直在 17％~50％ 

之间波动，而同时期的工业企业的利润率仅 

为 l1．8％左右。 

(2)在我国报业市场上，真正获得并维 

持高额利润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都市报纸 

和在某一行业具有垄断地位的专业报纸，但 

这类报纸的数量并不多。 

(3)与都市报形成鲜明对比是，我国大 

部分行业类、专业类、和市县机关类报纸以 

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其他报纸，基本处于亏 

损和勉强维持状态，并没有利润而言。这类 

绩效较差的报纸数量很多，据统计大致占我 

国报纸种数的 2／3左右。 

(4)从地域分布看，经营绩效好的报纸 

大都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而边 

远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报业经营业绩 

总体较差。 

3．2 我国报业资源配置效率分析 

在目前情况下，我国报业总体上说其资 

源配置效率是不高的，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主 

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①进入报业严格的行政 

审批程序和刊号控制以及行政壁垒导致了 

我国报业获取超额利润。②我国报业由于娼 

策性因素和其他因素形成的垄断导致的无 

效率。③我国读者和广告客户的有效需求没 

有得到满足151。 

4 我国报业产业组织合理化目标模 

式及实施途径分析 

4．1 我国报业产业组织合理化的目标模式 

定位分析 

我国报业产业组织合理化应是以有效 

竞争为目标模式，即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又不 

失竞争活力的市场结构模式。在我国目前的 

现实情况下，基于报业自身的特点，并参照 

西方发达国家在报业产业化进程中所积累 

的经验，笔者认为我国报业组织市场结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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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合理化目标也应该是寡头垄断或接近 

寡头垄断型市场结构。 

(1)在我国地区性报业市场，应该是垄 

断程度很高的寡头垄断型市场结构，地区性 

报业市场由分属于不同报业集团的报纸组 

成。在大中城市报业市场应该是高垄断性的 

寡头垄断型或者是“支配一边缘型”市场结 

构，“支配一边缘型”市场结构的特点是，由 

一 种居市场领导地位的主导型报纸和一些 

规模较小的报纸并存。 

(2)在全国性报业市场，应该是垄断竞 

争型或者是竞争性很强的寡头垄断型市场 

结构。在全国性报业市场中，应该允许数量 

较多的竞争主体即报业集团存在，由它们以 

资本为纽带在全国各地区性市场上展开竞 

争，不断壮大自身实力，逐步提高全国性报 

业市场的集中度，通过市场竞争培育出我国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报业集团。 

4．2 我国报业产业组织合理化的实施途径 

根据我国报业产业合理化目标模式和 

合理化的总体思路，在目前的现实条件下， 

笔者认为我国报业产业组织的合理化的途 

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我国报业经营实体的企业化。报业 

经营实体的企业化是我国报业产业组织合 

理化的基础，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报业企业， 

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报业市场竞争主体，因 

此也就不存在完整意义的报业产业组织和 

报业市场。只有将我国的报业经营实体转制 

成企业，并通过市场机制培植起来，我国报 

业产业组织才有了生命力，才具有了内部动 

力机制。唯有如此，我国全国性报业市场才 

能建立起来，地区性报业市场才能得到进一 

步的优化完善，其产业组织结构才能向合理 

化目标模式演进。 

(2)我国报业经营规模的集团化。报业 

集团化经营模式，是我国报业企业发展壮大 

的一种理想的经营模式。在市场机制下通过 

组织调整行为形成的报业集团，能够获得良 

好的规模经济效益，有效地提高报业市场的 

集中度，促进报业市场结构向寡头垄断型目 

标模式演化。报业集团化经营模式也是报业 

企业跨地域、跨行业经营的一种理想的企业 

组织形式。只有通过集团化经营，才能在市 

场机制下培养出我国能与国外实力相抗衡 

的跨地区、跨媒体的综合传媒集团。从 1996 

年起，我国便开始了成立报业集团的试点， 

但我国报业集团的成立更多地是靠行政力 

量主导而不

与西方国家相比，存在着根本差别，不论是 

外部环境，还是内部运行机制上都存在着先 

天不足，需要进行调整和完善。 

(3)我国报业经营机制的市场化。在我 

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报业的经营机 

制应与之相适应，要逐步地市场化：政府应 

对报业的内容生产严格控制，牢牢地把握舆 

论导向，保证报纸作为一种社会公共产品的 

角色到位，确保社会效益。但在报业经营过 

程中也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 

基础性作用，允许报业经营资源按市场规律 

合理流动，引导并鼓励我国报业集团展开跨 

地域、跨媒体的兼并重组，不断做大做强，也 

允许经营不善的报业企业退出市场16]。在确 

保社会效益的前提下，通过市场机制不断地 

优化我国报业资源的配置，改进和完善我国 

报业产业组织。 

(4)制定和完善我国报业产业组织政策： 

针对目前我国报业产业组织政策失缺的状 

况，建议政府对报业产业组织政策的调整方 

向如下：在坚持社会主义新闻方向和正确的 

舆论导向，不违反国家新闻政策的前提下， 

放松对报业经营和发展的直接管制，推动报 

社和报业集团的企业化改造，促进全国性和 

地区性两个层次报业市场的形成和完善，减 

少对报业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的行政性干预， 

大力培育中介组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 

节作用，形成报业市场的分层有效竞争的格 

局，促进我国报业产业的更大发展和更加繁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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