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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像一个资金的黑洞，吸力无穷，其媒介市场具有的诱惑力更是难以抵御，由于香港和

台湾邻近中国大陆，又同文同种，对大陆的媒介市场更是想像无限，念念不忘。  

意愿还意愿，中国媒介市场一向门禁森严，外资实在难以有效打开，所以过往海外媒介大多是

在门外活动，直到近年才有进入中国的迹象。历年下来，受中国媒介市场导引的尝试源源不

断，当中有些因为耗费过多，已经等不及中国媒介市场的开放而夭折或收缩，有些则摩拳擦

掌、跃跃欲试，形成前仆后继而略带壮烈的媒介队伍。  

庞大市场无限憧憬  

去年十一月初，凤凰台和中国中央电视达成合作协议，让前者正式在珠江三角洲有线电视落

地，凤凰台的股价随即跳升一成多。其后香港电视广播也跟央视结盟，合搞公司，在海内外制

作和发行电视节目，香港电视广播的股价也应声连升两天。至此，沉寂了一段时间的中国媒介

市场概念又正式重获新生，而来势比以前更见汹涌。  

中国媒介市场概念有强大的吸引力，当中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因素。中国人口庞大，

这无疑是最引人遐思的基本原因。相对于资本主义媒体来说，中国更是有待开发的处女地。中

国的经济在过去十多年以高速增长，而广告金额每年也以双位数字上升，海外媒介难免想分一

杯羹。中国入世谈判进行经年，终于完成，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会向外大幅度开放。根据入世

协定，中国只会增加电影进口，并没有对开放其他媒介市场有任何承诺。虽然如此，入世还是

诱发海外媒体对中国开放媒介市场无限的憧憬，再次叩问中国的大门。海外近年经济不景，广

告收入下降，媒介经受庞大的压力，这对于内部市场较小的香港和台湾，如何扩大市场是发展

必要面对的问题，中国市场自然成了想像的来源。  

媒介资本对流及互动  

由于中国过往对外来新闻媒介采取防卫的态度，大中华新闻媒介最大的互动主要发生在港台两

地，因为港台两地门户开放，所实行的同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容许全方位的交往。互动形

式包括媒介工作经验交流、人力资源流动、资讯互换、易地采访、学员培训等。事实上，这种

种互动不但在港台间发生，也不同程度的逐渐出现在中港之间。但是，港台媒介资本对流的情

况则是中港或中台互动所不能比拟的。譬如，香港电视广播在台湾成功创办了ＴＶＢＳ，对当

地的电视格局和电视新闻报导的传统都有所冲击。香港壹传媒集团的黎智英把他的「媒介市场

主义」带到台湾，创办《壹周刊》，引起很大轰动和争论。这些资本流动代表深刻的媒介互

动，对两地的媒介生态有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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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法律不容许外资进入新闻媒介，但资讯科技的发展已使部份海外媒介局部渗入大陆。

除敏感的政治问题，香港无线电视与亚洲电视的新闻及其他节目皆可从珠江三角洲的有线网络

看到。凤凰卫星台的时事节目不但同样可见于珠江三角洲的有线网络，还可在一些别的省市落

地。无线与亚视的新闻尺度自是跟中国大陆的差别很大，就算是以大陆为市场对象的凤凰台，

它也比大陆同行开放。在相对开放媒介的挑战下，大陆本土媒介所承受的压力可以想见。长远

来说，本土媒体为生存，惟有一边模仿外来媒体，一边创新求变。  

由于互联网的渗透性特强，它的发展已经打破中国大陆对传媒的行政区域管制，有时甚至冲击

国界的藩篱。港台两地以至海外的华人地区的网上新闻差不多即时就可透过入门网站转发大

陆，或经过讨论网站传贴。大陆的网站也成了港台的新闻界一个观察对象和收集材料的渠

道。  

意识形态的顾虑  

媒介内部市场细小的约制对仅有七百万人的香港而言，感受最深。因为市场小，运作难以发挥

规模经济的好处，就以优质资讯为例，因为对象不多，媒介要瞻前顾后，最后也优质不到那里

去。如果市场可以扩及其他地方，投入或可以大肆扩充，效果自然会不一样。当然，这当中不

完全是市场的问题，也有文化水平高低的问题，但是市场的作用是根本的。美国的传媒风靡全

球，这跟它有庞大内部市场有莫大的关系。中国的内部市场潜力无疑可以媲美美国，可惜目前

它行政规限重重，加上意识形态的约制，未能发挥市场的促进作用。开放中国媒介市场，不但

会为海外媒介带来机会，对大陆的媒介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国限制外来媒介，一方面是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其次是由于经济考虑，害怕一旦开

放，本土媒介就会在外来媒介的竞争下崩溃。要中国放下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顾虑，大概有待中

国进一步多元化和建立更大的自信才成。至于市场成败，中国传媒并不会如一些人所想像的脆

弱，因为中国媒介人才不少、人脉深广、本土触觉强、加上资金雄厚，只要放手让他们自由竞

争，自是可以争一日之长短。  

扩大交流空间  

中国媒介的变革虽然滞后于经济改革，但其路径是相近的。中国开放改革的道路是从经济开

始，慢慢延及社会体制，至于意识形态及政治体制的变革则至今尚未有大动作。基于环境条件

的限制和发展策略的考虑，中国以点带面，把改革由特区扩及全国，由试点扩及其他。  

上述发展策略也反映在媒介改革上。在市场的洗礼下，娱乐和社会讯息首先得到松绑；电影和

电视剧的娱乐性质重一些，可以宽松一点；同样道理，生活资讯离政治较远，连合资都可以特

批。不变的是对外来媒介资本的防守和对政治消息的控制。期待中国的媒介在集权的制度下全

面开放，这是不切实际的；当中国媒介市场概念升温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持冷静，避免头脑过

热。但是，我们也应该注视事情的动态发展。有些境外媒体，除了上面所说的一些例子以外，

像香港李嘉诚的tom.com，无论是对港台或是大陆传统媒介和网站的收购上，近年都有显着的

发展。中国媒介市场开放的道路容或曲折，但我们不应忽视大中华媒介市场逐步成形的迹

象。  

大中华媒介市场进一步的发展，对人力也有新的要求。未来的市场仍然需要大量对本土有深入

认识的传媒工作者，但更需要的是有地域以至世界视野的人才。这些人才从何而来？这对于业

界中人固然是挑战，对新闻教育工作者也如是。  

随着媒介互动的增加，我觉得两岸四地的交流可以变得更深入和更有针对性。就一些具体的专

题进行研讨，也许是一个好办法。例如，美国发生「九一一」突发事件，媒介当时如何应变报

导？事后怎样跟进？又比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对中国媒介市场有什么含义？对中国媒介

的监督作用有否提出新的要求？以前这种对话或者很容易就涉及四地意识形态的差异，但是现

 



在彼此了解多了，面对的环境不无相似之处，对话的空间也因而扩大，如能把经验和想法总结

出来，互相交流，应有利于业界水平的提高和视野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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