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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好久没有写关于传媒的东西了，实在是最近太忙，不过一个人还是要保持一些习惯的，对于我

来说，就是把对传媒的一些理解记录下来，并与人分享。如果有人因此而受益，或者为了推广

一些新概念作了一些工作，那么就是很让人满足的事情。大概从4年开始，我开始把自己运作

传媒的一些经验写下来，由于每次都会带有一些案例，被很多人误会为媒体评论。其实仔细看

我的文章，绝大部分只是在说传媒的道理和操作，希望能让一些同行或者后来者少走一些弯

路，并没有对其他媒体指指点点的意思。至于后来涌现出了一批媒体观察者、评论者，我想只

是大家的角度不同，如果能给一些传媒从业人士带来一些帮助，那么就已经足够了。不过需要

说明的是，我并不是一个媒体评论者，只是一个普通的媒体从业人员，呵呵。  

这次从新写东西，可能很多人会看着比较空，因为传媒的基本操作和认识在以前已经写的差不

多了，这也是当时停笔的一个原因。而现在更多写一些相对比较先进的操作理念和观点，比较

适合从事了5、6年传媒工作的，有一定管理经验的人来看看，一些新人切莫因为看了这些东西

而冲动，因为没有实际操作过的话是很难有切身感受的。  

杂志的难与报纸的易  

这个题目似乎有些刺激眼球，并不是因为我现在在做杂志，所以夸大杂志的管理难度，而是不

论任何形式的媒体，都有自己容易和困难的地方，都需要因地制宜的制定管理方针，如果不能

理解这个道理，永远不能说懂得媒体管理。  

我算是一个对报纸和杂志有一点了解的人，前两年把很多精力放在了报纸上，这大半年转移到

了杂志。通常来说，报纸（日报）的人员众多、出版周期密集、现金流巨大，这些都决定了报

纸的管理难度远远超过杂志。但是不同的媒体形式，有不同的经营目标，也就决定了必须适用

不同的管理模式。能够管好报纸的人，并不一定能够管好杂志，反之亦然。  

首先就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习惯养成的问题。报纸由于出版周期固定，频次高，其难度在于流程

的顺畅和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而杂志出版周期长，表面看来管理的空间大，允许的变化

多，但这恰恰构成了另外一种难度。一般来说，频次高的日报容易形成操作规范，因为压力

大，节奏快，很快能让员工形成规律性的工作，养成习惯。一旦良好的工作习惯养成，业务管

理流程就会变得相对容易。而杂志一般的制作周期在20天左右（月刊），通常的稿件完成都会

在最后若干天，每个编辑的灵活性都非常大，很不容易养成习惯性工作，难以引入工业化的规

范流程。而且一般杂志都会有4-5天左右的空闲期，这个空闲期通常发生在杂志进印厂的几

天，表面上这个空闲期提供了很好的休息时间，但也正是这几天的休息，会将你精心设计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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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打散，让每一个员工充分的“懈怠”下来。然后又要花力气去刺激大家的工作状态。其次是

业务的机会，这是杂志相比报纸最难的地方。日报一年有360多期，有非常充足的调整机会和

学习机会，可以慢慢的尝试读者的口味进行修改，据我所知，北京一份颇受好评的新报纸，在

创刊3个月之内，改版次数高达12次。而杂志不一样，一年只有12期，意味着一年之内最多只

有12次调整与表现的机会，而事实上，如果一本杂志在一年内犯了三次以上的错误，基本上就

意味着这一年的时间白过了。因为一次错误通常需要2-3期才能发现并挽回。同样，杂志一年

的出彩机会也只有12次，如果投入不大，不大可能做到每期都要极高的质量。12个产品，这就

从先天上制约了一部分现代企业制度的引入。为何这么说？在现代企业制度中，如果要用数字

分析贯穿整个经营管理过程，那么一年12个样本数量无疑太少了，具有非常大的偶然性。即使

3年36个样本，也不是能够非常精确分析的数字。我们经常都听到很多人说杂志需要3年时间才

能盈利或者看出胜败，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只不过相当多的传媒人只是人云亦云，或者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要在杂志运用一些分析制度，一个是做细，一个是做精。不过这些不在

这篇文章叙述范围之内，就此打住。  

杂志的这种特性就要求杂志的负责人需要有很高的战略规划能力，并且有丰富的经验，能够筹

划一年的选题安排，同时配合宣传和活动计划。做到让每一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发挥最大的效

益。就如同一个高明的钢琴师，一个杂志的负责人，要把一本杂志做到如同音乐般的韵律与节

奏感，高音的时候一定要高亢入云，低音的时候也决不能单调若丧。很多做杂志的人并不明白

这个道理，反而因为杂志的空闲期，表面上的轻松而低估了做杂志的难度，实在是一件很可笑

的事情。  

（这篇文章所谈到的问题，大多建立在已经拥有比较规范的、市场化的管理流程的，并且没有

特殊资源的报刊媒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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