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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普及率追赶的实证分析 

作者： 胡鞍钢 张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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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日报、收音机、电视机和互联网四种大众传媒的普及率进行了国际比较，并首次运用多元回归方法对影响传

媒普及率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传媒普及率的追赶及其动因进行了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

是：经过20多年的迅速发展，中国传媒的普及率有了很大提高，逐步缩小着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传媒的普及率主要受到

人均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科技水平、城市化程度、全球化水平、政府管制以及人口等社会变量的影响。中国传媒

普及率迅速追赶的主要动因是：经济高速增长，教育和科技水平不断发展，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参与全球化程度加

深，传媒业自身的不断改革，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  

关键词：传媒普及率 追赶 传媒强国  

传媒是国家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传媒国情是文化国情的重要内容。笔者已从总量的角度对传媒国情进行了初步研

究，主要结论是：中国传媒总量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迅速扩大，传媒实力已超过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并迅速缩小与美

国的差距，中国正成为一个迅速崛起的传媒大国。(1)总量是反映事物的一个重要方面，人均量是另一个重要方面。中国

人口众多，人均量更能体现发展水平。本文将对中美日俄印五国传媒的普及率进行国际比较，提出并回答以下几个问

题：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传媒普及率处于什么水平？传媒普及率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中国传媒普及率的追赶状况是怎样

的？中国传媒普及率追赶的动因是什么？  

一、传媒普及率国际比较  

现代传媒是一个复杂体系，包括书籍、杂志、报纸、广播、电视、电影、游戏、音像制品及互联网等多种媒介形态。为

了突出重点，我们的比较研究集中在最为普及、影响力最大的四种主要传媒——日报、广播、电视和互联网。  

1、五国日报普及率比较  

日本和美国的日报普及率很高，日本千人日报拥有量达到500多份，美国达到300多份，都远远高于其他三国的水平。中

国千人日报拥有量基本保持在40份左右的低水平上，90年代以后有一定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俄罗

斯在90年代初报业比较发达，千人日报拥有量达到500份左右，之后迅速下降，到2000年只有105份。印度的报业开始也

很落后，1985年千人日报拥有量只有20份，2000年达到60份，略微高于中国的水平。  

  

图1：千人日报拥有量的国际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新闻年鉴》（1981~2001），《世界银行发展指标》（2002）数据光盘。  

2、五国广播媒体普及率比较  

美国千人收音机拥有量明显高于其他四国，70年代初有1500部左右，80年代后增加到2000多部。日本的千人收音机拥有

量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左右，也是在70年代初部有200部左右，80年代中期以后增加到900多部。与这两个国家相比，中国

千人收音机拥有量处于较低水平，70年代初中国的千人收音机拥有量为80部左右，80年代中期以后有了一定增长，达到

300多部。印度千人收音机拥有量的水平更低，70年代初为30部左右，到90年代末增加到120部左右，相当于中国的三分

之一左右。俄罗斯的千人收音机拥有量略高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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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千人收音机拥有量的国家比较  

数字来源：《世界银行发展指标》（2002）数据光盘  

3、五国电视普及率比较  

美国和日本的千人拥有电视量远远高于其他三国。美国1965年千人电视机拥有量为362台，2000年增加到854台。日本

1965年千人电视机拥有量为285台，2000年增加到725台。中国1965年千人电视机拥有量只有0.1台，1990年达到156台，

2000年达到293台。印度电视发展的水平很低，1965年千人电视机拥有量为0.002台，1990年为27台，2000年为78台。俄

罗斯的电视普及率低于美国和日本，高于中国，1990年千人电视机拥有量为365台，1998年为420台。  

  

图4：千人电视机拥有量的国际比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发展指标》（2002）数据光盘  

4、五国互联网普及率比较  

1991年美国千人互联网用户数达到11.9人，日本只有0.4人，其他三国还没有互联网用户。到1995年美国的千人互联网用

户数达到75.5人，日本达到15.9人，中国只有0.05人，印度有0.27人，俄罗斯有1.5人。日本互联网普及速度高于美国，

2000年日本千人互联网用户达到371人，超过美国。虽然中国的绝对水平比较低，但中国的发展速度却是最高的。2000年

千人互联网用户是1995年的356倍，美国是4.5倍，日本是23.2倍，印度是15.9倍，俄罗斯是14.2倍。  

  

图5：千人互联网用户的国际比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发展指标》（2002）数据光盘  

5、相关系数分析  

下面我们再利用千人日报拥有量、千人收音机拥有量、千人电视机拥有量和千人互联网用户数计算出的相关系数矩阵，

分析四种传媒发展的联系，以及五国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相关系数矩阵见表1：  

表1：中美日俄印五国传媒相关系数矩阵 

  收音机 电视机 互联网

中国 0.701 0.920 0.954

印度 0.972 0.974 ——



计算数据来源：《中国新闻年鉴》（1983～2002），《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2002）数据光盘  

从计算结果来看，中国的日报与收音机、电视机、互联网的相关系数为正值，说明四种媒体共同发展。印度的情况与中

国类似。日本日报与收音机、电视机的相关系数为正值，与互联网相关系数为负值，说明在互联网开始发展后，日报普

及率开始下降。俄罗斯和美国日报与收音机、电视机、互联网的相关系数均为负值，说明两国电子媒体与数字媒体发展

的同时，日报普及率在下降。五国共同的规律是：收音机与电视机发展存在高度的正相关性，它们与互联网发展也存在

高度正相关性，这说明电子媒体之间以及与数字媒体之间存在着互补性，也反映了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

势。  

二、传媒普及率影响因素分析  

传媒是社会的结构性因素，传媒的发展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也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制约。从上

文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五国的传媒普及率有很大差距，美国、日本在四种传媒普及率上都比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高出

很多。为解释这种差距的原因，也即分析传媒普及率的影响因素，我们对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进行了多元回归

分析（分析结果参见表2、3、4、5）。  

表2：千人日报拥有量模型分析 

日报 日本 0.965 0.879 -0.252

俄罗斯 -0.670 -0.942 -0.571

美国 -0.796 -0.971 -0.957

收音机

中国 1 0.909 0.732

印度   0.966 0.469

日本   0.953 0.916

俄罗斯   0.912 0.961

美国   0.859 0.012

电视机

中国   1 0.693

印度     0.765

日本     0.763

俄罗斯     0.952

美国     0.840

方程 1 2 3 4 5 6 7 8

常数
-6.27*** 

（-5.51） 

-6.70***

（-5.93） 

-9.03*** 

（-10.41） 

-6.48*** 

(-3.99)

-5.08*** 

(-2.85)

-1.09*** 

(-4.24)

-11.3*** 

(-4.38)

-10.4*** 

(-3.99)

人均GDP（PPP）
1.26***

（10.13） 

1.02***

（6.37） 

0.71***

(2.62)

1.13*** 

(6.88)

1.09***

(5.54)

1.20***

(9.09)

1.06***

(6.23)

0.97***

(5.51)

文盲率
-0.28***

（-3.31） 

-0.26***

（-3.03） 
     

-0.23***

(-2.58)

-0.22**

(-2.41)

-0.18*

(-1.92)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

重
 

0.60**

（2.28） 

1.18*** 

(7.47)

0.54* 

(1.89) 
   

0.37

(1.31)

0.45*

(1.58)

R&D投入占GNI比重        
0.29

(1.22)
     

贸易占GDP比重          
0.59**

(2.26)

0.60**

(2.31)

0.73***

(2.73)

人口          
0.15*

(1.68)

0.16*

(1.72)

0.21**

(2.18)

新闻自由度      
-0.40

(-1.46)
     

-0.50*

(-1.74)

R2 0.67 0.69 0.66 0.65 0.67 0.68 0.68 0.70

样本数 107 107 107 104 24 101 101 101



注：各数据为1995年数值。各变量都取自然对数。  

括号中为t检验值，***表示显著水平为99％，**表示显著水平为95％，*表示显著水平为90％，其他小于90％。  

资料来源：千人日报拥有量、人均GDP、文盲率、城市化率、R&D投入占GNI比重、贸易占GDP比重及人口数据来自世界银

行发展指标数据库（2002）光盘，新闻自由度数据来自www.freedomhouse.com.，取值范围为0～100，数值越大新闻自由

度越低。  

表3：千人收音机拥有量模型分析 

注：各数据为1995年数值。各变量都取自然对数。  

括号中为t检验值，***表示显著水平为99％，**表示显著水平为95％，*表示显著水平为90％，其他小于90％。  

资料来源：千人收音机拥有量、人均GDP、文盲率、城市化率、R&D投入占GNI比重、贸易占GDP比重及人口数据来自世界

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2002）光盘，新闻自由度数据来自www.freedomhouse.com.  

表4：千人电视机拥有量模型分析 

方程 1 2 3 4 5 6 7 8

常数
2.59*** 

（4.31） 

0.89** 

（2.01） 

2.31*** 

（3.99） 

2.59*** 

(2.93)

4.66*** 

(4.48)

4.22*** 

(5.19)

2.04*** 

(2.84)

1.61

(1.32)

人均GDP（PPP）
0.41***

（6.20） 

0.32*** 

（3.90） 

0.22*** 

(2.67)

0.15* 

(1.78)

0.18 

(1.54)

0.15* 

(1.81)

0.15* 

(1.79)

文盲率
0.17***

（3.88） 

0.15*** 

(3.59)

-0.17***

(-3.75)

-0.17**

(-2.77)

-0.15**

(-2.53)

-0.17**

(-3.73)

-0.17***

(-3.63)

城市化率  
1.53**

（3.82） 

1.47*** 

(3.53)

1.58*** 

(4.21) 

0.48** 

(2.52)

0.58***

(4.26)

0.59***

(4.25)

R&D投入占GNI比重        
1.22

(1.52)

0.16

(1.20)
   

贸易占GDP比重            
1.10

(0.95)

1.13

(2.73)

人口              
1.02

(0.43)

新闻自由度      
-0.04

(-0.30)
       

R2 0.51 0.51 0.57 0.59 0.53 0.59 0.59 0.59

样本数 112 112 112 112 26 26 112 112

方程 1 2 3 4 5 6 7 8

常数
-2.67**

（-2.38）  

-6.65***

（-8.18）  

-3.47***

（-3.37）  

-5.04***

(-3.27) 

5.77***

(61.3) 

0.75

(0.86) 

-8.91***

(-4.25) 

-9.13***

(-4.23)

人均GDP（PPP）
0.99***

（8.05）  

0.73***

（4.92）  

0.52***

(3.57)

0.65***

(4.37)
   

0.62***

(4.55) 

0.64***

(4.45)

文盲率
0.40***

(4.80)
 

0.345**

(4.51) 

-0.35***

(-4.52)
   

-0.25***

(-3.93) 

-0.30***

(-3.93)

城市化率
1.34***

（5.35）  

1.18***

(5.07) 

0.94***

(4.09)
 

1.20***

(5.74) 

0.96***

(4.38)

0.95***

(4.29)

R&D投入占GNI比重        
0.66***

(5.12)

0.28**

(2.33)
   

贸易占GDP比重            
0.39*

(1.78)

2.36

(1.58)

人口            
0.23*** 

(3.65) 

0.22*** 

(3.22)

0.38 0.11



注：各数据为1995年数值。各变量都取自然对数。括号中为t检验值，***表示显著水平为99％，**表示显著水平为

95％，*表示显著水平为90％，其他小于90％。  

资料来源：千人电视机拥有量、人均GDP、文盲率、城市化率、R&D投入占GNI比重、贸易占GDP比重及人口数据来自世界

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2002）光盘，新闻自由度数据来自www.freedomhouse.com.  

表5：千人互联网用户数模型分析 

注：R&D投入占GNI比重取1997年数据，其他数据为2000年数值。各变量都取自然对数。括号中为t检验值，***表示显著

水平为99％，**表示显著水平为95％，*表示显著水平为90％，其他小于90％。  

资料来源：千人互联网用户数、人均GDP、文盲率、城市化率、R&D投入占GNI比重、贸易占GDP比重及人口数据来自世界

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2002）光盘，新闻自由度数据来自www.freedomhouse.com.  

在自变量的选取方面，我们用人均GDP(PP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用文盲率代表教育发展水平，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代表城市化水平，用R&D投入占GNI比重代表科技发展水平，用贸易占GDP比重代表全球化程度，用新闻自由度代表政府对

媒体的管制。从回归的结果看，日报普及率与人均GDP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弹性系数为0.97～1.26；与文盲率有显著的负

相关性，弹性系数为-0.18～－0.28；与城市化水平有着较为显著的正相关性，弹性系数为0.37～0.71；与R&D投入占GNI

比重有正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29；与贸易占GDP比重有着显著的正相关性，弹性系数为0.59～0.73；与人口有显著的正

相关性，弹性系数为0.15～0.21；与新闻自由度有负相关性，弹性系数为-0.50～-0.40。对收音机、电视机和互联网的

回归分析在相关性上也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果。  

从模型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传媒的普及率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

全球化程度、人口以及新闻管制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经济的发展能够提高传媒的普及

率。城市化水平和全球化程度影响也比较大，城市化水平越高、对外开放程度越大，传媒的普及率就越高。教育和科技

水平也有一定影响，文化教育水平越高、科技越发达，传媒的普及率就越高。另外，传媒的普及率还受新闻管制的影

响，新闻自由度越大，传媒的普及率就越高。  

三、中国传媒普及率的追赶状况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媒普及率有了很大提高，不断缩小着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差距。从千人日报

拥有量来看，1980年中国是美国的11％，到2000年提高到26％；与日本比较，从1980年的5％，提高到2000年的9％；与

新闻自由度      
(1.65)

     
(0.45)

R2 0.63 0.64 0.70 0.70 0.37 0.66 0.73 0.83

样本数 115 115 115 112 46 46 112 112

方程 1 2 3 4 5 6 7 8

常数
-9.22***

（-9.50）  

-9.61***

（-9.80）  

-5.67***

（-4.07）  

1.78

(1.29) 

-

10.64***

(-8.70) 

-5.39*(-

1.82) 

-6.23***

(-4.20) 

-7.11***

(-4.00)

人均GDP（PPP）
1.46***

（14.10）  

1.30***

（9.71）  

1.13***

(8.42) 
 

1.25***

(8.73) 
 

1.09***

(8.03) 

1.08***

(7.82)

文盲率
-0.17**

(-2.37) 

-0.16**

(-2.25) 

-0.14**

(-2.17) 

-0.35***

(-4.40) 

-0.14*

(-1.89) 
 

-0.10

(-1.45) 

-0.09

(-1.30) 

城市化率  
0.47*

（1.91）  

0.51**

(2.32) 

1.67***

(7.56) 

0.58**

(2.34) 

1.81***

(3.36) 

0.61***

(2.73) 

0.61***

(2.73)

R&D投入占GNI比重          
0.51**

(2.08)
   

贸易占GDP比重        
0.20

(1.11) 

0.48

(1.07) 

0.28*

(1.72) 

0.38*

(1.93)

人口              
0.05

(0.90)

新闻自由度    
-0.74***

(-3.78) 

-1.30***

(-5.48)
   

-0.96***

(-4.55) 

-1.04***

(-4.56)

R2 0.77 0.78 0.80 0.68 0.79 0.45 0.82 0.83

样本数 113 113 113 113 105 34 105 105



俄罗斯比较，从1990年的7％，提高到2000年的52％。其他三种传媒普及率的追赶速度更快。（参表6）  

表6：中美日俄印传媒普及率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1997）、《世界银行发展指标》（2002）数据光盘有关数据计算。  

从增长弹性的比较来看，在80年代中国收音机和电视机的增长弹性是最高的，尤其是电视机的增长弹性高达15.1，这是

我国电视机普及率迅速提高的时期。在90年代后期，中国互联网呈现出爆炸性增长，增长弹性高达744，远远高于其他国

家，这是我国互联网迅速普及的时期。（增长弹性参见表7）。电视机普及率在80年代的迅速提高，和互联网在90年代以

后的高速发展，是我国传媒普及率整体追赶的主要因素。  

表7：五国传媒的增长弹性对比 

数据来源及说明：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指标》（2001、2002）及数据光盘相关数据计算。其中俄罗斯日报以及互联网的

增长弹性为1995～2000年的数据，计算印度日报增长弹性时90年的千人日报拥有量采用内插法计算。增长弹性的计算方

法为：千人拥有传媒数量变化率÷人均GDP变化率。  

四、中国传媒普及率追赶的动因分析  

上文对多个国家传媒普及率的回归分析表明，传媒普及率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城市化

水平、全球化程度、人口以及新闻管制等因素的影响。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笔者把中国传媒追赶的动因分为以下几个

方面：  

一是经济高速增长。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中国2000年的GDP相当于1978年的7.3倍，年平均增长率

为9.5％。(2)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2000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的统计，1990～1999年，全球59

  年份 中国/印度 中国/日本 中国/俄罗斯 中国/美国

千人日报拥有量 

1980 1.37 0.05 —— 0.11 

1985 1.73 0.08 —— 0.17 

1990 NA 0.06 0.07 0.14 

1995 0.91 0.08 0.36 0.20 

2000 0.91 0.09 0.52 0.26 

千人收音机拥有量 

1980 2.56 0.14 —— 0.05 

1985 1.75 0.15 —— 0.05 

1990 4.17 0.37 —— 0.15 

1995 2.84 0.37 0.88 0.16 

2000 2.80 0.35 0.81 0.16 

千人电视机拥有量 

1980 2.01 0.01 —— 0.01 

1985 7.34 0.07 —— 0.06 

1990 4.88 0.26 0.43 0.20 

1995 3.96 0.36 0.64 0.30 

2000 3.76 0.40 0.70 0.34 

千人互联网用户数 

1996 0.28 0.00 0.05 0.00 

1997 0.45 0.00 0.07 0.00 

1998 1.18 0.01 0.21 0.01 

1999 2.53 0.03 0.69 0.03 

2000 3.62 0.05 0.84 0.05 

 

1980～1990年 1990～2000年 

中国 印度 日本 俄罗斯 美国 中国 印度 日本 俄罗斯 美国 

日报 0.22 0.61 0.03 —— -0.1 0.17 1.04 -0.04 -0.84 -0.32

收音机 1.19 0.96 0.32 —— 0.07 0.02 0.79 0.19 0.42 -0.03

电视机 15.1 10.8 0.13 —— 0.47 0.47 2.1 0.57 2.6 0.23

互联网 —— —— —— —— —— 744 65 210 84 17



个主要国家中，中国人均GDP增长率排名第一。经济的发展使居民的收入大幅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2001年农

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指数为503.8（1978年为100），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为41.3。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恩

格尔系数为67.7，2001年减小到47.7；1978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57.8，2001年减小到37.9。(3)收入的提高和食

品等生活必需品在支出中份额的减少，使更多的居民能够有能力获得传媒产品，这是促进传媒普及率提高的经济因素。  

二是教育和科技不断发展。建国以来，国民文化程度明显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逐步上升。1964～2000年间，每十万人

口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从416人增加到3611人，高中和中专学历的人口从1319人增加到11146人；文盲人口大幅

度下降，1982～2000年间，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从2.30亿降到8700万，文盲率从34.5％下降到9.1％。15岁及以上人口人

均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5.33年提高到2000年的7.85年。 (4)中国的科技水平也取得了迅速提高。2002年R&D人员达到95.9

万人年，是1991年的1.43倍；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1.13％，是1995年的1.89倍；专利申请受理量达到13.26万

件，是1991年的5.39倍。 (5)。教育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获得传媒、利用传媒，也增加了对传媒的需求，这是促

进传媒普及率提高的文化因素。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变革，使传媒产品生产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渗透能

力更强，这是促进传媒普及率提高的技术因素。  

三是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2002年我国城镇人口为50212万人，与1978年相比，我国城镇人口

净增32967万人，相当于1978年的2.91倍，年平均增长率为4.55%，远高于同期总人口年平均增长率（1.21%）；城镇人口

比例由1978年的17.9%上升为39.1%，提高了21.2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96个百分点。(6)根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

（UNDP）《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统计，1975-2000年期间，中国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3%，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增

长率（3.7％）和世界平均增长率（2.5%）；城市人口比例中国提高了18.8个百分点，与世界城市化率平均水平

（47.2%）缩小为11.0个百分点。 (7)与农村相比，城市的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比较完善，人口密集，居民收入和消费

水平较高，文化教育比较发达，是传媒产品制作、生产和传播的集中地。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传媒普及率提高的

一项重要原因。  

四是参与全球一体化程度加深。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0年中国商品和服务的出口总额达到2800亿美元，占GDP总量的

26％，相当于1978年的41.3倍；商品和服务的进口总额达到2510亿美元，占GDP总量的23％，相当于1978年的34.6倍。

2000年中国外商直接投入（FDI）达到384亿美元，占GDP总量的4％，相当于1982年的89.3倍。 (8)各种关税不断降低，

名义关税由1987年的43.7％下降到2000年的15.3％，实际关税由1987年的8.82％下降到2000年的4.03％。 (9)经济全球

化必然伴随着信息传播全球化，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外的传媒产品和传媒资本以各种形式渗透进来。从

1995年以来我国每年进口10部以上外国电影，现在超过40部，有30个境外频道已在中国落地， (10)60多个境外传媒企业

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排名前十位的杂志半数以上有外资的股份。 (11)国外传媒的进入，刺激了受众对传媒的需求，也加

剧了传媒的竞争，这对提高整个传媒普及率是有益的。  

五是传媒经济快速成长。据统计，我国报纸、电视、广播和杂志的广告收入1983年只有7330万元、1624万元、1806万元

和1081万元，到2001年分别达到179.4亿元、157.7亿元、18.3亿元和11.9亿元。 (12)我国整个传媒市场的规模已超过

1000亿元，从1998年起，我国传媒业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25%的增长速度，利税总额已超过烟草业，成为国家第四利税产

业。 (13)目前，我国已组建起几十家传媒集团，在广东、上海和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传媒集团的规模已达到几十亿或

几百亿，成为当地的利税大户。传媒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新闻传媒单位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使它们有能力进行设备

引进和技术更新改造，这对提高传媒产品的生产效率和质量有着重要意义。传媒竞争的逐步加剧，使传媒市场开始由卖

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受众的需求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这反过来也增加了受众对传媒的需求。  

六是人口结构的变化。过去20多年我国人口结构的一种重要变化趋势是家庭户的迅速增加，据统计，我国家庭户规模从

1982年的平均4.41人，下降为2000年的3.44人；家庭户由1982年的22203万户，提高到2000年的34837万户，净增12634万

户。 (14)对传媒产品的消费一般是以家庭为单元的，家庭户的增加相应增加了对传媒的需求。  

五、结论  

中国国情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人口多、底子薄，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各项事业发展很快。中国传媒普及率的变化也是与

中国基本国情相适应的。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传媒普及率十分低，远远落后于美国、日本等

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时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传媒弱国。经过20多年的迅速发展，中国传媒的普及率有了很大提高，逐步缩

小着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已摆脱了传媒弱国的地位，并逐步向传媒强国迈进。  

传媒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基于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

传媒的普及率受到人均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科技水平、城市化程度、全球化水平、政府管制以及人口等社会变量

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教育和科技水平不断发展，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参与全球化程度加深，这

些是中国传媒普及率迅速追赶的主要外因。当然，传媒业自身的改革也是的重要内因。  

未来20年是中国加速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许多权威机构预测，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在20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经济大国。经济发展将推动文化、科技等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并为中国传媒的进一步追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可以

说，未来20年也是中国传媒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传媒普及率将进一步大幅提高，逐步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

平。中国传媒业应当抓住这个重要发展机遇，制定提高全民普及率的发展战略，争取使中国早日成为屹立于世界的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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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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