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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业大变局之后的强势媒体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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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人永远追求一种“轰轰烈烈”的境界，可是中国传媒产业化近几年来的发展，虽然也

有过引人注目的动向，但似乎并没有出现人们预料中的“轰轰烈烈”局面，这与全国其它行业

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然而， 在中国传媒业看似寂静的表面下，始终涌动着一股变局的潜流，它虽然没有“轰

轰烈烈”耀眼，但更耐人寻味，大有“于无声处听惊雷”之势。在市场中煅练起来的传媒人，

做多说少，正在悄悄搭建未来传媒产业化的基本框架。  

  2003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对全国报刊杂志进行了一次力度最大的整顿。敏感的传媒人从

这次整顿中，嗅出了“清理市场、整合资源、集中资金”的味道。中国传媒大变局就在眼前，

剧烈的媒体重组、并购将全线展开。  

  资本人才何为首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所有的实力媒体都在考虑上市。”世纪证券综合研究所副所长

周长才早在出席中国传媒投资峰会上就曾大胆表示。  

  1995年，中国传媒业出现根本变革，传媒的投资主体开始从政府转变为媒体自身。然而改

革一开始就使媒体陷于矛盾当中。从产业化的角度讲，做大做强传媒产业，参与国际竞争，必

须要有体制外的资本支持。但从制度的角度看，中国传媒业的股权结构又限制了一切外来资本

进入媒体本体，也冲淡了传媒的市场意识和产业功能。  

  规模竞争，实质就是资本的竞争。传媒产业和高科技产业一样，都属于高科技、大投入、

高产出的产业，需要资本市场的巨额投入和专业化的经营和管理，因此传媒业与大资本的“联

姻”可以说是必然选择。随着入世承诺的步步逼近，中国的传媒业的投融资压力越来越大。  

  2001年中央17号文件出台，规定媒体公司的上市和融资政策进一步开放。这是中国传媒酝

酿变局的重要一步，对于大多数媒体管理者而言，上市无疑是一个让他们充满憧憬的夙愿。  

  但几年过去了，真正上市的媒体并不是很多。据统计，目前直接上市的只有歌华有线、电

广传媒、东方明珠、中视传媒等四家，其它八家媒体都是以借壳上市或参股上市等方式进入证

券市场。自2000年以后，就没有增加任何一家直接上市的传媒公司。  

  “中国媒体进入资本市场最大的障碍来自于政策壁垒，但我国传媒业自身作为意识形态和

精神产品的定位决定其不能进一步的产业化，从而多采用间接入市。”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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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副院长陈昌凤在接受《中国经济快讯》采访时说。  

  另一方面，股份公司从准备上市到挂牌交易，通常需要几年的时间，这对于追求高效率的

媒体而言只能望梅止渴。同时上市的成本过高，也是阻碍媒体上市的一个因素。  

  根据对传媒行业12家上市公司的统计结果显示，近几年来传媒上市公司整体业绩水平在下

降，主营业务收入与净利润增长愈加背离。如2002年传媒上市公司主营收入的平均增长幅度同

比达到63％，但平均净利润额却是负值。当然，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传媒亏损上市企

业数量在逐年增加，亏损幅度在加剧，从而拖累行业平均指标值。2003年1季度数据显示，传

媒上市公司整体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还是呈下降走势。  

  不少行业分析员认为，媒体企业的业绩之所以让市场失望，主要是因为前期炒作太热，价

值已经严重透支，目前正处于一个价值回归期。  

  北京青年报传媒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杜民对《中国经济快讯》表述：“传媒类上市公司

的盈利能力需要客观的分析，简简单单给它们狭义的贬低，那是传媒的‘门外汉’。这个领域

上市的公司并不多，经验少，困难多，摸着石头过河肯定脚步深浅不一。”  

  对于媒体上市与发展的关系，北京青年报副社长贺帜生说：“媒体不缺少能写出好文章的

编辑和记者，而是稀缺真正懂得经营的人才。只有人员到位，才能真正实现利用资金的杠杆撬

动媒体发展。”据统计，中国约有报纸2137种，期刊9029种，真正盈利的不超过总数的

20％。  

  贺帖生表示：目前真正困扰媒体发展的，并不是资本。许多媒体其实并不缺少资本，一些

上市媒体募得资金后却束手无策，不知如何利用这些资本将媒体做大做强。因此报刊需要很多

既懂媒体又懂经营的人才，然而这个缺口至今还很大。  

  “媒体和资本是一个双向进入的过程，上市仅仅是媒体与资本市场接轨的渠道之一。在证

券市场融资也意味着责任，不履行责任后果将是对中国媒体投资的一种损害。”陈昌凤称。  

  虽然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传媒业的“钱”景仍是不容置疑。2003年上半年，

据工商统计，传媒广告收入总额已达379.65亿元，同比增长5.2％，有专家预测，到2010年，

年均增速仍将不低于12％。  

  突破区域之茧  

  中国报业集团的改革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但已经成立的几个报业集团，在竞争激烈的市场

上，并没形成军团优势，使人们有了“搁浅”的感觉。于是，一种全新的探索实验在传媒界悄

悄展开，那就是跨区域整合。  

  2003年11月11日，北京《新京报》的创办激起千层浪花。这个被称为“新京报一小步，中

国报业一大步”的跨区域媒体合作行为，似乎正在成为媒体变革的发展方向。  

  不过，《新京报》并非始作俑者。在4个月前，上海《东方早报》的创办已经事先拉开了

新的平面媒体跨区域合作的序幕。而两年前，北京《京华时报》的创办，则更是名副其实的成

功合作典范。  

  平面媒体跨区域合作，是指跨区域媒体，在资金、人才、品牌等方面的整合。上述三家报

刊的推出，都与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同北京、上海的媒体合作有关。不同的是，《京华时报》是

《人民日报》与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下的南方都市报的合作，外加当年北大青鸟集团的投资产

物；《东方早报》是南方日报与上海文汇新民报业集团的合作，外加其他投资的产品。而《新



京报》的合作则更为彻底，连资金也来自南方都市报社。  

  本刊记者也了解到，新的跨区域平面媒体合作暗流正在涌动。比如新华社与中国华源集团

合资成立的了望东方传媒有限公司，在上海推出了《了望东方周刊》。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

公司与浙江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和四川电视台经济频道，宣布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三方在

节目交流等方面开展长期、广泛的合作。再有盛传的香港凤凰卫视与上海商报合作，共同改造

上海商报，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与北京的经济日报报业集团合作改造《中国经济信息》等。  

  跨区域媒体所以能够产生合作，其关键原因是媒体市场整合的必要。  

  目前，全国的几大平面媒体战区中，只有广州的市场比较饱和，其平面媒体的市场化和经

营水平较高；北京的市场虽然接近饱和，但报纸市场化水平远不及广州；而上海市场只有一家

都市报形态的《东方早报》，这说明上海市场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  

随着媒体市场化的竞争水平提高，外来先进的管理、资金、技术（新闻采编水平）的引进，是

一些实力较弱的媒体求得快速发展的一条捷径，而跨区域媒体合作是一个好的选择。  

 强势媒体时代来临  

  需要指出的是，跨区域平面媒体合作，只是强势性区域媒体走向全国性媒体的先行手段而

已，在不久的将来，类似美国三大全国性平面媒体的主流平面媒体必将产生。  

  目前，在美国有三大全国性财经媒体，即1996年创办的《今日美国报》，和拥有百年历史

的《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这三家报纸的成功，都与当时美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

契合。中国目前真正出现一张市场化的全国性财经日报的条件，正在成熟。鉴于体制性因素，

目前中国出现一张市场化的全国性时政类报纸的条件并不具备，但是出现市场化程度高的社会

普及性大报，即类似《今日美国报》的中国日报，却不是没有可能。  

  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全国性的日报出现，只是时间的问题。他们的来源可能有两种。一种是

逐步跨越地区，走向全国的日报，一种是全国性大报，由周一或周二报向日报过渡。  

  对于前者，《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北京青年报》、《东方早报》，都是雄心

勃勃。这几家报纸正是全国广告收入最多的几家平面媒体之一。事实上，这几种报纸都在外地

有一定的发行量。像南方日报提出的“高度就是影响力”口号，可以说明其觊觎全国广告市场

的野心非同一般。而东方早报从一开始，定位就突破了上海区域，向周边城市发展。这也表

明，其辐射全国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当然，《新京报》的定位，以及其“负责报道一切”的

口号，彰显出其从脱胎就是冲着主流媒体的角色来的，其放眼全国的野心不可小觑。  

  对于后者，像《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环球时报》都有向日报扩充

的可能。《经济观察报》甚至完成了日报的产品设计和框架设计。而《环球时报》距离日报已

经不远。不过，鉴于过去《财经时报》和《中国经营报》曾经由周二报缩回到周报的事实，目

前大部分财经周报走向日报的路途仍然遥远，其中的原因，并非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现实不

足以支撑日报形态的存在，而是目前中国平面财经媒体的经营、采编、管理水平，远远滞后于

经济发展的需要。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提速，财经新闻越来越需要突破区域的色彩，而真正有影

响力的财经媒体，需要从一出生就是全国性日报形态。所以从这一点上说，全国大部分的区域

财经媒体的整合需要提速。  

  而类似《北京现代商报》、《上海经济报》、《国际金融报》、《亚太经济时报》、《粤

港经济日报》等区域报章，则需要尽快突破区域性色彩，或像类似《成都商报》一样转换都市

报。否则，关停并转，淘汰出局只是时间问题。而这些生来就是区域性媒体的报刊关并，则会

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全国性平面媒体的形成。  

 



“狼”就在门外  

  1980年9月13日，计算机世界传媒集团ＣＣＷ第一任董事长张昌平与美国ＩＤＧ董事长麦

戈文举行第一次签约仪式，中国第一家，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家中美合资经营的媒体公司诞

生。  

  仅仅是一个合资而已，而这个模式却给无数期待中国传媒市场的国际传媒巨鳄所复制与拷

贝，也延伸出了许许多多的“ＣＣＷ”。  

  1986年，一本名叫《国际商业与管理》的杂志在中国露面。人们也许对封面上这一行字并

不在意：“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美国麦格劳·希尔公司合作出版”。这个麦格劳·希

尔公司正是《商业周刊》的母公司，2000年，《国际商业与管理》正式更名为《商业周刊》中

文版，依然是月刊。  

  默多克，一个熟的不能再熟的名字。他所创建的新闻集团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国际化

程度最高的综合性传媒公司之一，净资产超过400亿美元，业务涵盖电影、电视节目的制作和

发行，无线电视、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书籍出版以及数字广播、加密和收

视管理系统开发。  

  正是这个传媒帝国，同样也早早地开始了中国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首次访华就

促成了新闻集团与中国的第一次合作；1999年3月，新闻集团北京代表处成立，次年，卫星电

视在上海设立代表处，成为首家获准在沪设立代表处的境外传媒公司。  

  在入世前夕，各传媒巨鳄竞争中国传媒市场的气氛日渐浓烈，已经让中国的业界闻到了硝

烟的味道。  

  就在2002年2月19日，对于新闻集团来说却是更具突破性的意义。旗下的星空传媒和湖南

广播影视集团宣布结为战略联盟。双方未来将共同制作电视节目、联合播出，进行节目交换、

主持人交流，共同开拓国内外节目市场以及可能实现双赢的合作。此举也被各界看作是中国广

播影视业进一步开放的信号，中外传媒巨头亲密接触的序曲已经悄然奏响。据悉中国在入世之

后，根据ＷＴＯ有关协定，并没有承诺开放广播电视。因此，双方结成战略联盟被外电称作是

“中国政府给予新闻集团的特许，是实质意义的突破”。  

  殊途同归，世界上的另一个传媒巨鳄同样也没有“睡”着。5月初，尽管遭遇突如其来的

ＳＡＲＳ，全球最大的传媒娱乐集团之一美国维亚康母公司仍然博了个“好彩头”。维亚康母

对外宣布，其旗下的ＭＴＶ音乐电视频道正式落地广东。  

  假如说新闻集团与维亚康母是依赖市场与资本在进军中国的话，而全球知名媒体《财

富》、《福布斯》借道香港却成了别样的风景。  

  大家都知道，《财富》也从1999年开始在香港出版了中文版，目标直指内地市场；而《福

布斯》也终于在其85年的历史中，迈出了走向中国市场坚定的一步，今年正式在上海成立办事

处，同时出版《福布斯》中文版。  

  《财富》中文版是1996年露面的。与拥有中国内地刊号的《商业周刊》中文版不同，《财

富》中文版并不是一份严格意义上的国内公开出版物。它是《财富》杂志的母公司时代华纳公

司与香港中讯公司合作的产品，因此从性质上来讲，这本《财富》中文版属于外刊，因此只能

在涉外宾馆的报刊零售点出售，或者通过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订阅。但是，其编辑部却在北

京。  



  而相比之下，《商业周刊》中文版在发行上的发挥空间很大，不仅能够进入邮局的订阅系

统，也能进入其他的零售或发行渠道。  

  从1999年开始，《福布斯》全球版推出了“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该杂志便开始为内地

所熟知。据透露，《福布斯》杂志是和香港恒隆集团下属的晨兴科技公司合作投资的，而晨兴

公司也已在内地涉足媒体产业，比如晨兴商业出版有限公司是香港的主要传媒公司，其投资或

者控股的公司还有搜狐，以及一家在内地拥有1.2万辆巴士车身经营权的名为媒体伯乐的公

司。  

  不管国际传媒巨鳄们是如何进入中国的传媒市场，2001年以前中国的传媒或许都能“扛”

的住，但是随着ＷＴＯ的加入，带给中国传媒业的也许不仅仅是单方面的合作了。  

  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规定，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一年内允许外国投资者从事图

书、报纸和期刊的零售业务。加入世贸组织后三年内，将允许外国投资者从事图书、报纸和期

刊的批发业务。而从5月1日起，中国已允许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市场从事图书、报纸和期刊的零

售业务了。  

  而新出台的《外商投资图书、报纸、期刊分销企业管理办法》将会引入更多的拓荒者。目

前，7家外资传媒公司已正式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提交了自己的进入申请，另外50多家正接踵

而至。中国报刊分销市场由此也将打破往日的单纯与平静。而关于设立外商投资图书、报纸、

期刊批发企业的规定，也将于2004年12月1日起施行。可以想象，中国的传媒业在未来的国际

大舞台下将会显得越来越不平静了。  

  强大的跨国媒体公司，为了进占中国市场，已经默默工作了许多年。有的通过合作，取得

了进攻的桥头堡，有的通过强大的造势行动，已经取得了市场认同。这些门外的“狼”，正悄

悄等候着某种信号。  

  可以说中国传媒大变局的一切因素都已齐备。但由于中国传媒是世界上最特殊的行业，将

来以何种方式、什么程度发生实质性的变局，还是难以准确地预料。（策划/人民日报《中国

经济快讯》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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