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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西方媒介以扩大经营规模、分散经营风险为动因 ,以资本控制为纽

带、收购兼并为特征 ,通过横向和纵向扩张增强实力。超级集团的出现使集团化成为媒介经济学研究的

焦点。我国媒介组织的政策取向、运作路径和效能评价体系与西方有所不同。中国媒介组织在集团经营

进程中面临着资源有效整合、业务成长战略、组织架构模式以及在 WTO 环境下国际间竞争与合作等诸

多问题的挑战与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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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Economy : Conceptual and Conductive Perspectives
HUAN G Xiao2jun , HON G Zhen

( I nst i t ute of Com m unication , Zhej i ang Uni versi t y , H angz hou 310028 , Chi na)

Abstract : In 1990s , t he t urning up of Western mega2media group which has capital cont rol as it s

ligament and is characterized wit h mergers and acquisition makes conglomeration become t he focal

point of media economics. It also causes t he discussion about t he cont radiction between the

conglomeration and t he diversification. Scholars have not come to an agreement on whether the

concent ration of media ownership will concuss on t he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 or not .

The viewpoint t hat t he concent ration of ownership will have t he finite market resource being used

effectively and have diverse content s better p roduced ,opposite to t he p revious objections to the

conglomeration , makes people more uncertain of t he relation between t he media conglomer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Western media organizations , inspired by t he expansion of business scope and

t he dist raction of business risk , t hrough mergers , acquisitions and other st rategic t rading and

alliance , have t he conglomerates keep expanding. Meanwhile , nowadays multi2national media

conglomerates will apply t he horizontal integration and vertical integration as t heir merger pat tern

in t he process of expansion.

In cont rast , media conglomeration in China is mainly cont rolled and conducted by the

government . It is t he result of cent ralization of power and concent ration of resource rat her t han

　



t hat of market rules. The business p rogress of China’s media conglomerates are mostly

characterized with single revenue resource , monotonic business and unitary horizontal integration

t hat is unable to have product chain integrated f ully. It determines t hat China ’s media

conglomerates cannot contend wit h t he international media conglomerates in competitive power ,

staff quantity and so on. Therefore , t he p roblem of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resource should be

resolved in t he course of China’s media conglomeration.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s also

required in t he W TO environment .

Key words : media economy ; ownership ; concent ration ; diversification ; conglomerate

一、媒介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

随着媒介的进一步发展 ,媒介研究者们发现经济学对于媒介研究是一个颇有价值的领域 ,因为

经济学与传媒公司乃至传媒产业如何运作关系密切[1 ]1 。同时 ,由于媒介产业的发展 ,它也吸引了

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 ,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曾经关注过媒介经济问题[2 ]10 。除此之外 ,

J . B. Buchanan J r . 和 R. H. Coase 等人也都曾从经济学角度探讨过媒介问题。

报业经济研究在媒介经济学中是起步最早的 ,1911 年便有学者 Thomas Lloyed 撰文对报纸的

发行与消费理论进行研究[3 ] 。随后 ,不少研究者也从不同角度去探讨报业经济 ,如报纸发行量和消

费理论、收入模式、劳资关系等。但“报业经济学”的名称却直到 1963 年才由英国剑桥大学应用经

济学教授瑞德威首次正式提出。广播经济学成为概念问世最早的媒介经济学研究分支。早在

1925 年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社会学和经济学教授杰米就在他的《广播产业经济学》著作中提出了

“广播经济学”的概念[2 ]10 。这和广播在 20 世纪 20 年代出现后受到各方狂热追捧而导致其非常态

发展有一定联系。当时的投资者对广播业的热情并不是出于对广播台投资收益的理性分析 ,而是

因为怀着对新媒体发展潜质的迷信 ,尽管“高额的成本付出和未能预知的收入回报使得广播业投资

变得十分危险”[4 ]186 - 187 。正是这种现象 ,使得学者们对广播经济研究产生兴趣 ,并促成了广播经济

学概念的提出和发展。除报纸、广播外 ,媒介经济学的研究分支还包括电视经济学、网络经济学、电

影经济学、广告经济学、音乐经济学等 ,并且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各种新兴媒体的出现 ,媒介经济学研

究领域仍将不断扩大。

有学者指出 ,媒介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固然会存在若干相近的地方 ,但是其运作的市场性质却

与其他产业有极大的不同。各种媒介市场的竞争程度与本质 ,以及其所具有的独特垄断与产权集

中的特质亦为其他行业所不及[5 ]41 - 62 。此外 ,媒介以及媒介产品还具备其他产品和服务所没有的

特质 ,所以更具经济学研究价值。

Paul A. Samnulson1976 年将经济学定义为 :“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最终选择 ,在利

用或不利用货币的情况下 ,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生产资源 ,来在现在或在将来生产各种商

品 ,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各个部门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它分析改善配置形式所需要的代价和可

能得到的利益。”[ 4 ]2由该定义可知 ,经济学关注人们如何利用稀缺资源来满足各种社会需求 ,资源

的稀缺性便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在分析媒介产业时 ,资源的稀缺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用于创造媒介产品的各种资源 ,大致包括人力资源、媒介生产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和纸张等 ,以及

信息资源[6 ]6 。(2)用于满足媒介第二市场 (广告商)需求的阅听人时间。媒介经济学研究就是在该

前提下研究媒介组织“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罗伯特 ·皮卡特认为 :“媒介经济学

旨在研究形形色色的媒介操纵者如何在各种资源均属有限而非无限的前提下 ,满足阅听人、广告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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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社会在咨询与娱乐等方面的各种欲求与需要。”[ 5 ]9笔者认为 ,他关于媒介经济学的定义在诸定

义中最为全面和客观 , 它兼顾了媒介经济资源稀缺性的两个方面 , 完整地回答了“为谁生产”的问

题 ,同时 , 又避免了生硬地将经济学定义套入媒介研究中 , 指出了媒介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特点。

媒介产业和其他产业在市场性质上的最大不同 ,首先体现在媒介产业发生运作的领域是一个

双元产品市场 (dual p roduct market) 。第一个市场就是媒介产品 ,媒介将娱乐或资讯等通过包装

以报纸、广播、电视等形式传送给消费者。第二个市场就是广告 ,媒介把阅听人的时间卖给广告客

户 ,阅听人的数量及特征决定广告的价格。其次 ,媒介市场的定义还包括地理区域市场。由于各种

媒介均需在特定的地理区域之内进行市场运作 ,同时这些媒介也借着它们所提供的产品内容和广

告服务与这些地理区域紧密结合[5 ]30 - 37 。尽管有些媒介运作于全国市场 ,但是大多数媒介以特定

地理范围作为其营运市场。

除了媒介市场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外 ,媒介产品也是如此。我们知道传媒产品的价值不在于印

刷所需的纸张、墨或者传达内容和图像的录影带 ,而在于媒介所表达的意思、讯息和内容———媒介

的知识产权[1 ]6 。对于广播电视节目供应商而言 ,创造一个节目的初始成本虽然较高 ,但是利用地

面接受设备将节目传送给观众的成本却较低 ,且观众数量的多寡不会影响其输送成本。报纸和出

版物亦是如此 ,报纸受众的数量变化也不会影响其成本 ,因为报纸主要的生产成本是内容生产花

费 ,复制和供应给其他受众的成本 (主要是油墨纸张等)通常很低。所以 ,在一定范围内报纸受众的

增多会使其边际收益随之增加。另外 ,在其他行业中 ,生产商往往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其产品的

生产成本 ,或根据市场需求决定生产数量。但传媒产品供应商却不能如此 ,因为无论受众是否阅读

或收看 ,其内容制作的成本总是相对固定的。

有学者指出 :传媒经济是有关某个产品和某个产业的经济概念 ,新闻传播学只是解决一个传媒

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问题 ,经济学解决的是传媒的经营管理问题 ,两者分工明确 ,泾渭分明。而传媒

经济本质上是个经济问题 ,因此 ,用现代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解释产品和产业才是纯

正的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7 ]1 。相较国内许多媒介经济学研究者生硬地用新闻传播学、经济学加

常识论述媒介经济学而言 ,该提法更为科学。

二、西方媒介经济的集团化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世界传媒产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 ,这种变革包括媒介制度管理、所

有权以及媒介运作模式、操作方式等[7 ]1 。特别是由于商业化的发展 ,媒介公司逐渐出现了集团化

趋势 ,这使媒介产业的发展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以至于有观点认为 ,“自传播学诞生以来传媒

产业没有发生过可与现在正在发生的变化相比较的转变”[ 8 ]27 。

美国是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 ,同时也被公认为世界上“市场控制媒体最广泛、最完整的一个国

家”[9 ]170 。美国的广播电视体制以私营为主 ,虽然这些媒介组织也会受到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 FCC)的监视 ,并且受许多法规的严格限制 ,但是相比较于其他国家的媒介所受到的“严格管制”,

美国的媒介组织无疑是商业化最完全的。同样 ,美国报业具有悠久的商业传统。在报界 ,尽管曾经

存在着数千家报纸 ,但是规模经济和广告市场的源动力使得独立报纸数量在当地市场逐步减

少[9 ]171 ,并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所谓的报团 ,即拥有两张以上报纸并且分别在不同地点经营而发展

起来的报业公司。报团出现的主要动因就是商业化背景下的利润驱动 ———报团能够创造更多利

益。比如报团创造了购买商品供应量的经济平衡 ,报团通常会因购买数量较大的新闻纸而获得更

多折扣。报团在资金借贷及流通方面亦存在优势 ,通常大而稳定的公司借贷资本的利率较低 ,并且

它们在销售股票和发行其他金融工具来增加资本上也更显从容。目前 ,美国主要的报团有道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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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公司、甘尼特公司、奈特 —里德报团等 ,这些大型报团大约拥有了全美 43 %的日报 ,约占美国全

部日报发行量的 54 %[10 ]55 - 57 。

从上述数据中不难发现 ,商业化导致了美国报业集中化的发展现状 ,多数报纸被掌握在少数的

报业寡头手中。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报业 ,也存在于广播、电台、电影等各个媒介行业中 ,久而久之

便出现了横跨媒介各个行业、势力遍布全球的超级国际传媒集团。目前为止 ,世界上共有六家属于

第一集团的媒介集团 , 它们分别是时代华纳、维亚康姆、新闻集团、迪斯尼、贝塔斯曼、维旺迪。

这些媒介集团虽然各自拥有不同的经营理念和发展战略 ,但是却有着一些相同的发展历程。通过

兼并、收购及其他战略性交易和联盟达到集团的不断扩大 ,是它们成长道路上所共同信奉的不二

法则。

西方媒介的兼并收购大致上有三种主要形式 : 横向扩张、纵向扩张和斜向扩张。横向扩张就

是一个公司通过内部成长获得市场份额[1 ]8 , 这类企业在扩张业务时都是稳扎稳打 , 逐步打造自

身优势。美国报团在起步阶段就是如此 , 即通过创办或者收购同类报纸扩大报业公司在市场中的

份额 , 以使自身获得更大的商业利益。纵向扩张是指企业收购产业链中的其他环节[1 ]24 - 26 。同样

以报业为例 , 报业可以被分解为新闻采集、编辑、印刷、发行等各个环节 , 如果一家报业集团能

够同时控制内容制作和发行 , 那么就能缩减成本、最大化收入 , 并获得更多的市场保障和控制

权。维亚康姆的兼并历程就很好地说明了纵向扩张的优势所在。维亚康姆集团很早便意识到传媒

产业的渠道控制和内容制作同样重要 , 1999 年 , 它以 350 亿美元收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 并通

过这次收购成功获得了向全美 1/ 3 左右的家庭传输娱乐、新闻内容的渠道。维亚康姆首席执行官

兼董事长雷石东将这次兼并形容为“恰当的公司 , 在恰当的时机 , 与恰当的资产进行了合并”。

而这次合并确实给维亚康姆的发展带来了良机 , 它使维亚康姆之前所收购的派拉蒙电影公司、

M TV 公司可以向哥伦比亚电视网及电台提供节目 , 而哥伦比亚电视台、电台则可以通过播放维

亚康姆公司提供的精彩节目来吸引更多的青年观众 , 实现内容和渠道的良性循环和互动[11 ]7 - 8 。

斜向扩张是指把业务侧向地向其他互补领域发展 , 即实现跨媒介发展 , 是真正意义上的集团经

营。国内的媒介集团通常单独经营不同类型的媒介 , 但在国外大型媒介集团的扩张中 , 跨媒介经

营是必由之路。跨媒介经营在国外兴起主要出于一个原因 : 跨媒介经营使得媒介公司能让多种传

媒产品共用专门化资源和专门技能 , 这种战略能产生媒介公司梦寐以求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

济[1 ]21 - 24 。简而言之 , 提高经济效率是这种战略出现的最主要原因。目前的国际大型媒介集团在

其扩张过程中一般三种兼并形式都会涉及 , 比如六大媒介集团都实行跨媒体、跨行业经营 , 并在

经过多次的扩张后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最突出的就是迪斯尼集团 , 它富有特色的品牌价值链使

其旗下所有的公司和部门融为一个整体 , 从娱乐产品内容开发到渠道播放再到副产品加工 , 环环

相扣 , 紧密联系。

此外 ,国外媒介集团在公司结构上也和国内有很大不同。由于国外媒介之间的兼并重组以资

本为纽带 ,合并或联合的目的是为了赢得竞争优势 ,争取利润最大化 ,所以无论兼并或是被兼并 ,媒

介之间的整合都是按照公司制度进行的[ 12 ] 。国外私营媒介集团的公司治理结构基本是按照“三权

或四权分立制衡”的模式建立的 ①。在人力资源方面 ,由于多数媒介集团采用上述的公司形式 ,所

以通常由经理人而非所有者来管理公司 ,媒介集团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但也有例外 ,如默多克

的新闻集团 ,虽然也建立了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三权分立的管理体制 ,但是新闻集团的

所有权和控制权实际上却是高度集中的[ 11 ]327 - 3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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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方媒介经济研究的集中化和多元化探讨

电视的产生和 20 世纪 80 年代后媒介所有制的变化使得西欧的媒介产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这种变化来得如此之快 ,以至于无论在政治学领域还是传播学领域 ,研究者们都还无法提供一个理

论上的准备。同时 ,这方面的研究也颇具难度 ,因为这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商业财政、工业技术等各

个方面[8 ]27 。与美国不同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前 ,欧洲许多国家的媒介都是以“公共服务”为目标 ,在

文化和信息领域进行宣传以及给予社会群体公平的言论权利是其主要职责。同时 ,各种媒介机构

在理论上都是非商业化的 ,它们通常都是以垄断的形式被控制在一个公共权力机构之下。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 ,市场方式的流行、欧洲政府对媒介事务管理的放松以及消费者对媒介内容单调有

限的强烈不满 ,造成了欧洲旧有媒介秩序的崩溃。时下在西欧国家的媒介领域 ,公共服务公司和私

有企业并存 ,并且一些私有的媒体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扩张 ,影响力不断扩大 ,越来越多的媒介集中

在少数媒介集团的手中[8 ]28 - 36 。

另外 ,由于媒介技术的发展 ,媒介市场的传统边界正在逐渐消失 ,西欧国家的国内媒介不断受

到来自国外特别是美国大型媒介集团的冲击。由于媒介不同于其他产业 ,它具有广泛的社会政治

文化影响力 ,它能对公众的观点产生巨大的影响 ,因此 ,人们对媒介所有权的集中会对保护社会利

益和媒介多元化产生何种影响产生极大关注 ,由此引发了西方媒介研究者对媒介所有权集中化和

多元化的讨论。

根据欧洲理事会媒介集中化和多元化专家委员会 (MM - CM)对多元化的定义 ,媒介多元化应

该被解释为媒体供应的多样化 ,如存在众多的独立自主的媒体以及适应公众要求的多样化的媒体

内容。这个多元化定义强调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媒体所有权的多样化 ,即需要存在各种不同的

供应商 ;二是媒介内容的多样化 ,以满足受众在政治文化上的各种不同需求[13 ]9 - 11 。人们之所以如

此关注媒介多元化 ,主要因为受众有权听到不同的意见和声音 ,如果只存在一种媒介在传播单一的

观点时 ,民主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对于日益集中的媒介所有权是否真的会给社会政治和文化多元化带来冲击 ,学者们尚未统一

意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即媒体所有权集中和多元化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明

显。由于多元化的概念包括所有权和媒介内容的多元化 ,从媒介内容角度说 ,一些大型的媒介集团

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人力资源基础 ,它们往往比小的媒介组织更容易进行产品创新 ,增加媒介产

品种类。同时 ,由于媒介所有权的集中 ,参与市场竞争的媒介供应商就会相应减少 ,这就意味着媒

介资源可以被少数媒介集团更加有效地利用 ,而资源的有效利用就意味着媒介产品种类的增加。

如此类推的话 ,就会得出所有权集中化反而能提高媒介多元化水平的结论。

所以 ,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媒介所有权的集中化会直接威胁媒介多元化。Doyle 指出 ,媒介集

中化仅是影响多元化的一方面因素。媒介多元化的决定因素包括市场的规模和富有程度、独立供

应商的多样化、媒体资源的整合、产品内容的多样化以及公共政策的作用等[ 13 ]10 - 21 。所有这些因素

都会对媒介的多元化产生极大的影响。

综观西方媒体的发展 ,西方媒介集团化的原动力来自商业化后的利润驱动 ,因为媒介所有权的

集中能够提升媒介组织的运营效率 ,同时也能为媒介股东和管理者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所以 ,西

方媒介集团是在市场化背景下逐步建立的。笔者认为 , 其媒介集团的成长经历了

Grouping2Integrated2Conglomerated 的发展模式和历程 (简称 G2I2C 发展模式) 。Grouping 阶段主

要是指独立法人实体的融合 ,从独立媒体组织走向复合媒体组织 ,是物理复合的过程 ; Integrated

阶段是指产业链上具有良好的业务关系或业务关联的组织间或业务间的结合 ,可能出于资源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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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 ,也可能出于竞争的需要 ,是化学反应聚变的过程 ; Conglomerated 阶段 ,则是兼有两者 ,并

寻求新的方向突破。

而反观我国近年来声势浩大的媒介集团化 ,大都是行政指令下的产物。诸如利用效益好的媒

介单位吸收亏本的媒介单位 ,整合管理混乱的媒介单位 ,以便于政府管理大型媒介集团等等 ,都成

为集团化的主要缘由。

四、对中国媒介集团经营的思考

从现状看 ,我国自 1994 年提出集团化、1996 年成立第一家集团以来 ,媒介集团化已历经十余

年的发展历史。至 2003 年底 ,我国媒介集团已经达到 85 家 ,所有集团总营业收入在 1 000 亿元

左右[ 14 ]20 。

总体上讲 ,我国媒介组织的发展轨迹也是沿着 G - I - C 的发展模式 ,即具有以政府主导的集

团化经营为策略手段 ,做强做大为战略选择 (或是目标设定) ,应对国内外竞争环境为前提条件的特

点。正如徐光春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所表示的 ,国内广电机构正在进行改革、重组 ,计划组

建几个国家级大型广电“航空母舰”,以应对加入 W TO 后可能面临的境外传媒的挑战[ 15 ] 。与国外

媒介相比不尽相同 ,在实施的战略意图上 ,我们经过立足治理媒体“散、滥、乱”(1996 —2000 年) 、

应对国际竞争的“做强做大”(2001 —2002 年) ,以及在文化产业改革视野下的媒介产业发展 (2003

年以后)等三个阶段的调整。

我国媒介集团虽初具规模 ,但仍不具备国际竞争力 ,与国际公司没有大的可比性 ,“做强”的提

法过于简单和模糊。如果一味谈“做强做大”,那么缺乏制度变迁的改革背后必定是虚假的繁荣。

中国的媒介集团在规模、资金、员工数量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世界一流媒介集团[14 ]21 。有学者认

为 ,由于我国媒介组织集团化是政府行为的权力运作和实施的结果 ,实现又一次的权力集中 ,或者

资源集中化[16 ] ,因此重点在于权力的再分配和利益的重组 ,而不是资产和其他资源的重组。这就

与媒介集团化是为赢得竞争优势的主要动因相背离。另一方面 ,虽然政府介入时常与市场行为存

有“不谋而合”之处 ,但用行政指令取代市场需求与市场调节来控制传媒业的形式 ,使集团化市场操

作空间缩小。学者们还指出 ,如果政府管制权力滥用和无作为 ,自然垄断行业的副作用是显而易见

的 ,一方面 ,信息上负责管制的政府没有比较优势 ;另一方面 ,政府与媒介组织之间存在利益

关系[ 16 ] 。

传媒业双轨制改革不够深入 ,公共利益缺位 ,三重属性取向不明晰是当前的主要症结。针对目

前的状况 ,笔者将时下我国媒介集团的运营特点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 (1)集团模式单一化 ,且由主

管部门主导组织体制和运作模式的改革 ; (2)运行机制僵化 ,四大权 (资源配置权、人事干部任免权、

重大事项决策权和宣传内容控制权)集中 ; (3)资源配置无效化 ,行政权高于市场调节 ; (4)创新能力

弱化 ,经营自主权不足。从媒介集团发展趋势看 ,笔者认为应当是 :政府在事前准入制度上具有主

导权 ,事后监控具有主动权 ;集团作为独立法人资格 ,具有经营运作自主权。媒介集团化进程中试

图要解决两大问题 :一是资源有效整合 ;二是组织相关参与者达成有效协调和沟通。实际上我们需

要的是一个具体合理的产业政策指导[14 ] 。

在经营中 ,目前存在并迫切需要解决的几大问题是 : (1) 在媒介改革认识上的分歧。市场取向

以及社会和公共利益的选择、媒介功能的重新定位以及类型化 ,直接影响改革的深度和广度 ; (2)在

运作上的问题。有限度的企业化制度管理的文化经理人角色与身份 ,组织架构中的党委会、社委

会、编辑委员会与管理委员会以及代表 (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董事长) 越位与缺位 ,使组织成员

积极性不能得到有效发挥 ,导致效能低下 ; (3)采编与经营分离悖论下的编辑中心制与记者中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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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争议 ,直接影响并动摇改革行动与产业内容 ; (4)选择了有别于我国其他国有资产改革的模式 ,但

相对模糊 ,需要厘清政策。

当中国的媒介人士还在担心中国的媒介集团怎样才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操作、中国媒

介集团该如何走上跨媒介、跨行业发展之路的问题时 , 西方的媒介人士已经在反省越来越大的媒

介集团是否会限制媒介作为社会公器的作用。两者之间是有差距的。中国入世后 , 国内的媒介和

学者更是纷纷表达了对“重围下的中国媒介产业”的担忧[17 ] 。成立捆绑式的媒介集团成为目前

我国媒介行业应对全球竞争的手段。与国外抗衡还是合作 ?不言而喻。有学者就此现象曾一针见

血地指出 :“中国媒介集团想要靠规模经济与国际资本竞争 , 但问题是舢舨能否变成航空母

舰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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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讯 : 2007 年 4 月 9 日 ,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和浙大城市学院传媒与人文艺术学院联合

主办的“新闻传播教育改革暨郑贞铭先生新闻教育实践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被称为我国台湾地区“新

闻教父”的郑贞铭先生亲临会场 ,浙江大学副校长、《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主编胡建淼教授出席

会议并作主题发言。研讨会围绕郑贞铭先生的“新闻教育理念”展开 ,以新闻教育改革为主导方向 ,就网络

化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动向 ,全球一体化与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 ,中外新闻教育比较研究 ,新闻学与传播

学的关系 ,郑贞铭先生新闻教育实践研究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会学者指出 ,中国新闻教育快速发展

的同时也面临很多挑战。如段京肃教授认为 ,新闻学科在与传统老学科的竞争中仍处于弱势状态。张梦新

教授表示 ,最近几年新闻专业主义缺失 ,媒介消费主义张扬 ,媒介日益市场化 ,大学高等教育应坚守、固守一

些核心价值。吴飞教授则指出 ,现阶段新闻院系培养出来的学生得不到媒体单位的青睐 ,如何打破这一局

面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针对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挑战 ,张允若教授建议 ,要注重对学生“三个心”的培

养 ,即对平民百姓的爱心、对社会进步的责任心、对新闻工作的事业心。张国良教授认为须根据媒体环境的

变化谈人才培养方向 ,传播伦理应成为重要课题。戴元光教授提出 ,应检讨新闻教育思想 ,增强教育营养 ,

培养正直合格的新闻人才。

此次研讨会的圆满举行 ,对我国包括港台地区的新闻传播教育具有重大的启发和促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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