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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业硬件软件应同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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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购买启用了国内第一架采访拍摄用直升飞机，成为一条引人注目的新闻。今年以

来，先后有广州日报号列车、某某报纸号飞机，这当然不是在炫耀财力，但是，却明显地传递

了一个讯息：如今的传媒在物质生活水平上实在是领先于社会的。 

传媒业是信息传播业，它属于知识经济领域，是文化产业。在当今社会，传媒业格外繁荣，在

经济上取得空前的业绩，因而才有实力搞物质文明建设，这是好事。不过，对于国内传媒机构

来说，当硬件水平上去之后，软件支持却没有跟上，这样一来，便造成了高水平的硬件由于缺

乏相应的软件而导致的浪费。也就是说，按照目前的管理运作体制与状态，很多硬件投入资金

其实是白费的。 

要想经济效益最大化，传媒业必须硬件软件同步发展。 

硬件赶超国际一流水平 

和国际上享有盛名的传媒机构相比，国内传媒的编辑质量与效益指标都难以望其项背，但是在

硬件上却完全赶上甚至超过了人家，这与其说是一种荣耀，不如说是一种讽刺。如果说国内传

媒在硬件装备设施哪方面仍然落后于西方传媒，那么，可能就是小汽车的配备——说实在的，

这完全是因为中国国情严格限制了国有单位领导购买使用小汽车的档次，否则，嘿嘿！ 

印刷机器、办公楼、电脑、照相机等等传媒生产经营的硬件，一般而言，国内新闻单位至少是

大都市的成功传媒基本已达到了国际水平。我的看法是，传媒业不是资金密集型产业，也不一

定需要太好的楼房与太高级、太先进的机器设备，传媒竞争最关键的是智慧，也就是软件，因

此，真正需要加大投入的是人才与教育培训。 

据说，世界主要印刷设备厂家生产的最新型号报纸印刷设备，基本都是中国报社采购的，因

此，可以说，如今要考察世界最新印刷设备，根本不用出国。当然，负责考察采购印刷设备的

人士，即使知道这个事实，也不会舍远求近的。这也是一种中国国情。 

在硬件达到国际一流的同时，国内传媒的软件水平，恐怕连国际二流都达不到。软件落后于硬

件，就无法有效地让硬件发挥其用处。事实上，硬件的升级换代速度很快，因此，花了大钱买

的硬件如果不及时派用场，没多久就成了淘汰产品。 

福利性装备：分房分车真忙 

单位分房是中国特色的福利，按照有关规定，国有企事业单位现已结束了福利性分房。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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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总有例外。 

据《新闻天地》杂志报道，长沙晚报宣布，凡正式进入长沙晚报工作者，每人有住房一套。采

取私购公助方法，每人添置一台采访汽车的方案也在商议之中。2002年，该报采编人员每人配

备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架数码相机。要知道，长沙晚报在国内传媒界的经济实力名次并不十分

靠前，但是其装备水平如此，就可想见目前行业内的一些大哥大级传媒，该是如何武装到牙

齿。 

8月底，笔者应深圳特区报邀请去讲学，发现在深圳商报工作的同学开上了新车。深圳商报为

员工提供一次性购车补贴，据说此举甚至令深圳汽车市场行情为之出现波动：这可是可遇不可

求的一大单生意。 

车与房，都是大宗消费，即使在国外，也往往需要工薪阶层花费其一生的劳动所得才买得下

来。但是在国内的传媒机构，却大有配给制的意思，这种高福利待遇，在全球范围大概也是少

有的吧。光冲这一点，也值得庆幸能够在中国从事新闻工作。 

各地传媒大厦蔚为壮观 

中国各地城市最高大的建筑，往往是电视台、报社，这种现象在业内颇为一些同行所津津乐

道，某家行业报纸甚至开设了各地传媒大厦风采的栏目予以集中报道，其实，它反映出传媒业

的价值取向与分配机制存在严重的问题。 

国际成功传媒在进行形象宣传时，为了展示实力与成就，会突出强调拥有多少受众，有何等的

影响，或者获得过多少专业大奖。从来没见过哪家国际传媒巨头，会自夸办公大楼如何如何。

意大利第一大传媒巨头，在米兰有一栋办公大楼，是由世界著名设计师主持设计的，每年有上

百批建筑师慕名参观，但是这家集团从来没有就此事而张扬过，公司的宣传材料上，也没有大

楼的影子。 

民国有句流传甚广的名言，大学非有大楼之学校也，乃有大学者之学校也。不妨借过来说传媒

业：把钱都花在大楼上，而没有大手笔、大明星、大导演、大编辑，即使一时红红火火大发利

市，也是虚假繁荣。 

不仅经济发达的大都市传媒大厦欲与天公试比高，连内地并不富裕、有的甚至属于贫穷地区的

传媒，在建楼的问题上也不甘落后，比如从一家行业报纸的广告上可以看到，山西临汾日报大

厦占地总面积12000平方米，地上10层。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大都市，甚至出现了所谓四星级、

五星级的传媒办公楼，美轮美奂。这其实未必是好事。 

各地传媒大厦无不超出实际使用需要，或者转售或者租出，但是作为写字楼，传媒大厦能够得

到高效益回报的，并不多。还是十年前第一次在一家南方大报的新办公楼，同一楼的上面十层

卖给了中国银行，当时我颇觉得怪异。现在，传媒大厦几乎都成了商业写字楼，传媒只占用其

中一部分。 

自古有“官不修衙”的规矩，大兴土木，免不了会有一些漏洞与说不清的东西，事实上，新闻

界已经有若干老总就折在了新闻大厦上面。 

财会管理严重滞后 

传媒业是发展最迅速的行业，也被看成是暴利行业。一般的规律，汇集财富最多的行业，其财

务会计人员素质也最高。比如金融投资业，就拥有最优秀的会计人才。然而，在中国出现了一

批相当富有的传媒之后，中国传媒的财会管理，却仍停留在很低的层次上。 



之所以说传媒业财会管理落后，并不是在机器设备或管理制度上没有与时俱进，事实上，因为

传媒经济近年持续发展，在财务管理的电脑、网络以及信息化等方面，报社、电视台一直是步

步紧跟最新技术、最新潮流的，为此所耗费的钱财也颇为可观。落后的关键在于人才与观念，

准确地说，是有一些财务管理负责人无法胜任新形势下的财务管理工作。传媒的财会负责人职

称与职位上去了，水平没有上去。不少新闻单位的财会负责人，还是计划经济时代、事业单位

性质的会计出身，没有知识更新，因此，严格地说是无法胜任现代企业制度对传媒经营管理的

要求的。 

现代化的传媒企业，财务不仅仅是出纳、记帐，还应具有资金运筹、资本运作以及投资管理等

功能。每年经手数以亿计的钱款，没有高水平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就难以保证最有效率地理

财。事实上，正是因为对于最新的财务会计专业知识的了解不够、素质老化，使得一些传媒机

构浪费了大量的机会成本，有的甚至还出现了技术性差错导致的巨额资金损失——让市场化企

业的专业财务人员听起来简直是笑话。 

人事用工制度成为瓶颈 

从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开始，中国的新闻单位出现了打工记者。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

代中期，各地就相继出现了招聘、合同制编辑记者。传媒人事用工制度，就这样进入了双轨

制。如今，相当多的新闻单位，都存在着多种身份的从业人员，包括正式编制、单位聘用制、

部门聘用制以及临时雇佣等等。 

任何一个时代，在同一个行业，价值体系都是一元化的，不可能两元或多元化。如今，同样在

新闻单位，不同身份的工作人员，价值观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与距离，因为正式干部身份与

聘用制就业者，所追求的目标显然已经不同，前者更重视职务、职称，而后者更关心收入。这

无论如何不是一个正常现象。 

这两种价值观的极端表现是官本位与拜金主义。在某些新闻单位，官越来越多，水分越来越

大，有通货膨胀之虞。而在一些市场化传媒中，采编人员与商人无异，真正感兴趣的是钱。在

同一单位，正式在编的人员与外聘人员，可能干的是同一岗位的工作，但是所追求的目标却迥

然有异，这当然无益于新闻单位的长远健康发展。 

当传媒市场进一步成长发展起来之后，人事用工制度的两元化，就对人才特别是领导人才的培

养，造成极大的制约，因为它不利于人才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两种身份的从业人员，面对的机

会或前途截然不同，甚至形成了无法跨越的鸿沟：很难想象没有编制与级别的市场化报人，能

够出任党报总编。 

因此，各家传媒不约而同采取了逐步招安的方法，也就是对招聘的、不在编的人才，确认真正

有能力、有水平、有培养前途的，吸收到正式编制的队伍中来。但是，这只解决了一小部分具

有领导才能的人才问题。 

随着传媒产业的不断发展，人事用工制度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作者曹鹏，新闻传播学博士，现任经济日报报业集团经营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河北大学传媒经

济研究所所长，新闻学院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大连天歌传媒独立董事，致力于传媒经济学

与书报刊市场营销研究，出版有专著《中国报业集团发展研究》、《传媒资本市场透视》等多

种，新著《报刊市场营销策略》、《传媒经济学教程》、《杂志中国》、《守望传媒》即将面

世，在国内数家新闻专业报刊开辟有传媒市场观察分析专栏，并担任多家报刊的咨询顾问，在

新闻采编、经营管理实务与传媒理论、学术研究等方面发展均有所建树。 

作者欢迎各地同行提供信息、交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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