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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传媒经济学 2002-10-29

——兼评金碚的《报业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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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是最传统的大众媒介之一，在各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具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近年

来，我国报业市场蓬勃发展，报纸的形态和社会功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WTO，报纸产业将进

一步加快发展的步伐。而作为迄今为止极少数几个尚未开放的领域之一，其所蕴藏的巨大商业价值必将加速释放出来，

报纸产业将成为未来几年持续的投资热点。从这个角度说，我国的传媒经济学研究可谓恰逢其时，其现实意义更加凸

现。  

然而，和实践界的呼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虽然有关传媒经济的研究在国内渐呈燎原之势，与传媒经济有关的名词也成

为许多报刊杂志重要文章的关键词，但目前国内的传媒经济研究却略显苍白无力和喧嚣浮躁之风。这种苍白浮躁主要表

现为，缺少扎扎实实的规范严谨的原创性研究。一些研究往往是在学术信息不足的情况下进行。一项研究开始，没有文

献检讨或文献回顾，没有尽可能把前人所作的相关文献加以分析就妄下结论；不少学术论文，没有基本的传媒经济学框

架和概念，却更像报告文学或中夹叙夹议的散文；有的虽是运用思辨分析的方法，却未对论文的基本研究对象加以定义

明确，论文中对于诸多问题都是蜻蜓点水，未经充分论证……诸如此类的成果不仅称不上是严肃的经济学研究，甚至可

能将我国刚刚起步的传媒经济学引入歧途。  

值得欣喜的是，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金碚所著的《报业经济学》一书，第一次以规

范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报业经济进行了系统地研究，提出了传媒经济学这门新兴交叉学科的构架，并做出了具有开创

意义的基础性研究。作者所拥有的经济学基础是一个很大的学术优势，如果说绝大多数研究报业的学者都是从新闻学或

者传播学的角度来观察研究对象，那么，作者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观察这个研究对象的。  

在序言中金碚先生以充满感情的笔触谈及与报业经济学结缘的经历。1999年初，由于工作的需要，他被任命为《中国

经营报》总编辑。为了适应这项工作，这位“半路出家”的经济学博士，花了相当多的精力和时间突击学习有关的新闻

传播理论。在他担任总编辑的时间里，《中国经营报》虽然经历了风雨交加、时事变迁、结构震荡，但报纸业务却蒸蒸

日上，成为经济类报纸的佼佼者。金碚认为，了解和研究《中国经营报》的发展历史运作模式，非常有助于揭示中国报

业市场经济的各种内在关系和客观规律。于是，作为产业经济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他试图以经济学的视角，由

表及里地观察和研究中国报经产业的经济和经营问题。  

通读《报业经济学》一书，笔者感到它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该书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一个报业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  

中国报业发展和改革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触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传统计划经济中，报社是

党和政府部门的附属机构，报纸是完全的宣传品，绝大多数报纸都是各级党政机构的机关报，根本没有形成一个经济学

意义上的产业。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报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报纸的数量大幅度增长，省、自治区、直辖市级

以上的报纸1980年仅为188种，到20世纪末增长到1000多种。中国报业发展逐渐呈现出市场化、商品化、企业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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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媒操守刍议

 

作者：丁柏铨┊2002-10-29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人们愈来愈离

不开新闻传媒，受众对传媒的要求越来

越高，各种高新技术更多地向传播渗

透，传媒之间市场竞争愈演愈烈的时

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强调传媒坚持应

有的操守，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

为……

 

· WTO背景下中国广电产业化的另类

思考

 

作者：曾励┊2002-10-29 

内容简介： 加入WTO以后， 中国广

电业即将面临海外媒体及资金的冲击，

如何应对这一悬在我们头顶的“达摩克

里斯”利剑，我国政府力图通过组建大

型广电集团的形式来主导中国广电业的

“大洗牌”， 并以此应对国外巨

型……

 

 



趋势，中国报业已经迈出了产业化的巨大步伐，报纸产业已初具规模。报业产业化的发展意味着，在中国，报业正越来

越成为一个完整的经济活动领域，形成了其内在的和外部的各种经济关系。报业经济已经或正在成为中国整个经济体系

和产业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要想全面探讨报纸产业的改革与发展，必须寻找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进

行系统的研究和论述。  

该书以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分析工具，对报纸产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进行了系统的研

究。在该书第一章中，讨论了报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报纸的基本特性，详细论述报纸所具有的多方面的二重性，即揭

示报纸的经济独特性的核心内容。这是报业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分析的起点。第二章讨论了报纸生产过程中的基本

经济关系。报纸生产涉及前后相连的若干环节，这些环节的连接可以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来实现，从而完成报纸生产的

整个过程。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讨论报纸的市场关系。第五章和第六章研究报业的产业组织和

市场结构以及报纸生产者的策略行为。第七章和第八章研究报社组织内部的结构和人力资源问题。第九章和第十章研究

报业发展中的战略经济以及信息经济问题。第十一章研究政府的行为，包括报业经济中的国有经济以及政府对报业的管

制等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报纸和报业经济，不仅可以揭示市场经济运行中一般规律的现实表现形式，而且可以发现在

一个特殊产业中市场经济机制发生作用的具体方式，以及可能产生的各种特殊现象。  

该书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将实证研究和规范性研究结合起来。书中指出，一般经济学研究可以将实证研究和规范性研究完

全分开，分别进行理论分析。而报业经济分析却很难将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完全分开，如果那样做，其分析结论就会严

重脱离现实状况，失去理论逻辑的客观基础。而脱离了规范分析的实证分析和脱离了实证分析的规范分析，都是没有多

大的实际意义的。  

金碚强调，报业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在报业领域中的延伸。同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一般研究方法一

样，报业经济学并不着重于研究报纸生产的具体物质技术过程，而主要是研究报业运行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研究报

社作为一个经济实体所发生的市场关系，即报业的市场结构、有关行为主体的行为方式、报业市场的经济绩效以及政府

对报业的管制和管制效果等经济学问题。  

该书虽然是以严谨规范的经济学理论作分析工具，但各章的理论分析均以中国报业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为背景。不仅具

有理论创新性，而且非常注重所提出政策建议的操作性，其对实际工作的推动和指导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并在许多方面

取得了较大的突破。  

首先，该书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报业经济。报业经济学虽然可以研究报业运行的一般经济规律，可

以借鉴不同经济和政治制度下报业运行的经济规律，但是，不可能完全脱离各国经济和政治制度下的报业运行的经济关

系和经济规律，报业运行的一般经济规律只有在具体的制度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而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下，报业

运行不仅遵循一般经济规律，而且，还必须遵循一系列特殊经济规律。  

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报业运行必然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性；同时，中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共产党领导的政治

制度，所以，中国报业经济运行必然要遵循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规律性。在充分考虑中国报业经济的特点和现状的基础

上，紧密结合中国国情，该书提出了一些独具特色的理论。比如，在探讨报纸二重性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报纸的价格

与市场需求之间关系的特点；提出“体制性的固定成本”对报社效率的不利影响，提出报纸的垄断性使报纸生产可能获

得较高的利润，这种高额利润不仅包含着垄断利润，还包含着政府限制报纸数量（刊号限制）而形成的经济租；提出中

国报业经济领域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认为在报纸发行量不对称的条件下所发生的博弈现象是值得研究的命题等

等。  

其次，该书充分考虑了中国报业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和新做法，具有较强的前瞻性。比如，在分析

了政府对报业的进入管制和行为管制的种类和特点后，提出报业的进一步市场化，政府对报业进一步放松管制，是一个

必然的趋势，报业改革必然表现为相当程度上的放松管制；在探讨报业改革的目标时，提出几项前瞻性的分析：1、在

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下，新闻业包括报业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行业，为了保持一定的舆论导向和社会稳定，政府必然要

对报业进行严格的控制。但是，控制方式会有很大的变化，即减少行政性的直接控制，逐步转向以政策、法律控制和经

济性控制为主。2、中国报业将成为竞争性越来越强的产业，报社的组织体制将逐步向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接近，即向企

业化方向转变的速度将明显加快，公司制将成为报纸产业可选择的组织形式之一。3、中国现阶段的产业结构中，报业

是一个具有较大可盈利性的产业，一些外部投资者将有很强的进入动机，报业的产权多样化将成为必然趋势。4、为了

增强中国报业和报纸的竞争力，国家将给报社更大的自主权，特别是经营自主权。中国报业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同国

   



际报业市场接轨，封闭式的报业市场逐步转变为适度开放的报业市场。  

立意高远，推陈出新，毫不夸张地说，《报业经济学》一书将成为中国传媒经济学领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里程碑之作。

中国传媒业日新月异的发展，呼唤着更多的经济学者关注这一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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