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61卷　第 6期

2008 年 11月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y Sciences)

　Vol.61.No.6
Nov.2008.793 ～ 796

　　收稿日期:2008-06-06
作者简介:刘静慧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博士生;湖北武汉 43007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报业的扩张路径

刘　静　慧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报业的扩张路径主要呈现为:报业结构由单一走向多元;报

业经营由事业单位转向企业化经营再到产业化运作;报业主体由报社变为报业集团再为传媒

集团;报业发行模式由邮发合一到自办发行再到多种发行模式并存;报业技术由传统迈向现代

进而网络化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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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改革开放后的 30 年我国报业的发展历程 , 可以看出我国报业依循着以下的扩张路径。

(一)报业结构由单一的党报走向各门类报纸多元共存

在改革开放后的 30 年里 , 我国报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报纸总数由少变多 , 报纸种类由以前单一的各级党委

机关报 ,变为各级党委机关报与多种类型报纸并存的格局 ,我国报业结构依循着由单一走向多元的发展路径。

报业结构指的是各类报纸组合后的总态势[ 1](第 16 页)。多元的报业结构源于多数量的报纸总数 ,也源于多种类的

报纸类型。 30 年来 ,我国报业发展最初 、最原始的表现就是报纸数量的增多。

在报纸数量增多的同时 ,我国报纸种类也不断添丁进口。 1991 年 , 新闻出版署报纸管理司司长在接受人民日报社

记者采访时指出 ,我国众多的报纸大致可分为 9大类[ 2](第 3 版)。第一类是机关报 ,包括中共中央 、省 、地 、市 、县各级机

关报 ,各级政府 、人大 、政协各民主党派的机关报 , 约占报纸总数的 1/ 3。第二类是全国综合性大报 ,指除机关报外在全

国有影响的报纸 ,如《经济日报》 、《光明日报》 、《中国日报》 、《参考消息》等共 14 家。第三类是行业报和专业报 , 包括经

济 、法制 、科技 、教育 、文化 、医药 、体育 、人口 、社会生活 、书讯报等。第四类是晚报。第五类是社会群体对象报。这类报

纸主要为社会特定的群体服务 ,包括“工人报” 、“青年报” 、“妇女报” 、“农民报” 、“少年报” 、“老年报” 、“侨务报” 、“少数民

族文字报” 、“外文报”等。第六类是综合文摘报。第七类是企业报。第八类是生活服务报 , 如“广播电视报” 、“书法报” 、

“花卉报” 、“电影戏剧报”等。第九类是军报。

1995 年 1 月 1 日“华西都市报”创刊。从此 ,以贴近市民生活为特点的都市报成为我国报业结构的又一枝“新秀” 。

30 年来 ,我国报纸不仅在数量上由少变多 ,报纸的种类结构也日益丰富 ,整个报业结构日趋合理与平衡。但有一个

不容忽视的问题是 ,在我国报业结构从单一走向多元的过程中 , 也出现了散滥现象 , 存在着总量过多 、结构失衡 、重复建

设 、忽视质量的问题。

(二)报业经营由事业单位转向企业化经营再到产业化运作

在过去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国家通过财政补贴在资金上扶植报纸事业的发展 ,报纸作为宣传工具是没有经营活

动的。1978 年后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 我国报纸种数迅速增多 , 国家的财政补贴制也就难以为继了。

1978 年 ,财政部批准了《人民日报》等北京几家报纸实行企业化管理的报告。尔后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体制”在

报界迅速推广开来 ,这使中国报业逐步开始与政府财政“断奶” , 最终走上自收自支 、照章纳税 、自负盈亏 、自我发展的企

业化经营道路。作为企业化经营的经济单位 ,报社能担负起相应独立的经济责任 ,自负盈亏 , 自谋生存 , 自求发展 ,彻底

改变“两头吃公”(公费办报 , 公费订报)的局面。

1984 年至 2003 年间 , 报纸广告收入平均年增长速度为 33%[ 3](第 23 页)。报社实行企业化经营 , 报纸不仅登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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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而且还开展多种经营 , 深入到物质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各个领域。 1988 年 4 月 ,新闻出版署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

合下发了《关于报社 、期刊社 、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 ,从中央到地方 , 报社纷纷以各种各样 、大大

小小的经济实体形式开展多种经营。报社在“集体试水”之后 ,汲取经验教训 ,又开始走公司化运作 、资产运营 、资本运营

之路。如:1996 年新闻出版署批准成立第一个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不仅拥有系列报

刊 ,而且有各种企业:房地产 、印务 、会展 、信息咨询 、绿化 、连锁店 、宾馆酒家等不同类型的公司 , 通过公司化运作给报业

集团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经过 “集体试水”之后的报业经营者有了投资人意识 , 认识到做好投资人就是要把资本作为

经营资产的杠杆 ,通过投资促进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增值 ,最后体现为资本的增值。 1999 年 6 月 , 《成都商报》社绝对控

股的成都博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受让股权 , 间接控股上市公司四川电器 , 开了报社介入证券市场的先河。 2000 年

底 ,《广州日报》亦注入部分非报业资产对清远建北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了控股。 2004 年下半年 ,《北京青年报》下属的北

青传媒股份公司成为第一家被批准海外上市的传媒。

(三)报业主体由报社变为报业集团再为传媒集团

1996 年 1 月 15 日 ,我国第一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在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下正式成立 ,藉此拉开了我国

报业集团化的序幕 ,报业市场中的竞争主体开始由报社变为报团。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报社开展多种经营 , 兴办各种经济实体 ,遍及房地产 、旅游 、交通运输等各个领域 , 报业与企业

的整合 ,使报业发展向集团化迈进了一步。“报业集团是以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报纸为核心 ,以报业及带报业外

延性质的实业为主体 ,兼容其他非报业经营的报业联合体。” [ 4](第 12页)

遵循这一理念 ,我国报业集团的跨媒体运作已快速铺开 ,在纸质媒体 、网络和影视等领域已显示了强劲势头。首先 ,

报业集团在纸质媒体运作上比较有优势 ,因而普遍向期刊和图书出版领域拓展。例如 ,湖北日报报业集团的《特别关注》

创刊 5 年后发行量突破百万。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较早挺进图书出版领域 , 目前南方日报出版社已经步入良性发展的快

车道。还有一些报业集团试图在广播影视娱乐业寻找契机 ,例如上海文广集团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均选择与合作方拍摄

电影和电视 ,其中上海文广集团获得作家王安忆小说《长恨歌》的改编权 ,拍摄同名电影和电视剧。杭州日报报业集团参

股杭州数字电视产业园 ,并成为第二大股东。 报业集团跨媒体发展已成定局。 2005 年 , 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正式更名为

南方日报传媒集团;2007年 4 月 28 日 ,湖北日报报业集团更名为湖北日报传媒集团。

报业集团为了拥有较大的资本和充裕的资金, 纷纷踏上了资本运营和国内或海外证券市场的上市之路。报业集团以

产权制度为突破口 , 对政策允许的子报子刊进行公司化运作 ,将广告、印刷 、发行、后勤等部门从主体中剥离出来组建了集

团控股的子公司, 形成了母子公司企业法人体系。在国家政策许可范围内 ,吸引其他媒体或社会资金广泛合作 , 实现了投

资主体多元化和产业经营多元化。我国报业集团上市目前有两条路径:一是借壳上市 ,即通过二级市场上的兼并 、收购、控

股或者股权转让, 入主上市公司 ,进入证券市场;二是剥离转制上市。1999 年 6月 , 由《成都商报》绝对控股的子公司成都博

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受让成都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持有的上市公司四川电器 2000 万股国有股 , 一举成为四川电器的最大股

东,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7.65%。2000 年 3月 ,四川电器更名为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该股票简称也改为“博瑞传

播” 。2004 年 12月 22日 ,有“报业海外第一股”美称的北青传媒在香港联交所正式挂牌交易 ,北青传媒成功融资 9.5 亿港

元。 2006年 6 月 17 日 ,证监会签署第 32 号令 ,正式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取消了关联交

易比例不得超过 30%的规定, 而未对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比例做出具体的数字规定。“关联交易”由“比例限制”到“详细披

露” ,意味着报业企业上市的主要政策障碍已不复存在, 报业集团在资本市场中将会更为活跃。

从 1996 年起 ,我国报业集团已走过了 10 多个年头。在这 10 多年中 ,报业集团的发展一直遵循这一理念。 1998 年 ,

内地有 36 家报社(或报业集团)广告营业额超过 1 亿元人民币 , 其总额约为 80 亿元人民币 , 占内地报业广告总营业额的

大约 73%。如今 ,我国 39 家报业集团创办的报纸占全国报纸总量的 17%, 平均期印数占 30%, 总印数占 41%, 总印张

占 56%。报业集团化的发展加快了内地报业市场的整合 , 提高了内地报业市场的集中度 , 推动了报业的发展 , 促进了中

国报业经济规模的扩大。

2002 年 ,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强文化建设 , 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 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

入文化体制改革试点阶段后 ,我国报业集团化建设有了新的发展。以市场而非行政的手段推进集团化建设 , 符合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将成为集团化建设新阶段的主要特点。具有品牌竞争力的行业专业报纸也在积极探索专业化媒体

集团的发展道路 ,地方报社自发的集团化建设正方兴未艾。

但是 ,由于我国报业集团在组建过程中是按照行政区域自然形成 ,或是用行政手段整合的 , 因此 ,集团在以资产为纽

带这样一个运作模式过程还有一些先天不足。所以 ,目前我国报业集团还面临如何构建在党委领导下的法人治理结构

的新体制问题 ,要形成集团党委领导下的社委会(或董事会),社委会领导下的编辑委员会和经营管理委员会。在以党委

·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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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高决策机构的管理体制下 ,实现了采编系统与经营系统的“两分开”的结构体系;同时还要整合内部的资源。

(四)报业发行模式由邮发合一到自办发行再到多样化模式并存

1985 年 ,《洛阳日报》首先突破“邮发合一”的单一发行体制束缚 ,开始自办发行。到 1990年 , 全国约有 500 家报纸自

办发行[ 5](第 6 版),并出现了第一家自办发行的省委机关机———《吉林日报》 。

在出现自办发行之前 ,我国报纸发行采用的“邮发合一”方式。“邮发合一”模式是解放初从苏联学来的一种发行方

式。这种方式主要依靠各地邮局进行报刊的征订 、运输与投递。其优越性主要体现在:第一 , 邮电事业的发展拓宽了报

刊发行的深度和广度。由于邮电网点遍及全国 ,点多 、线长 、面广 ,凡是邮路通达的地方 ,都能订阅到报刊;第二 , 邮电部

门将报纸视为信函 ,只要报纸一出版 , 当天就能从出版地发出 ,交通便利的县市 ,当天就能看到本省的报纸。可以说 , “邮

发合一”的报纸发行模式为我国报业的发展是作出过贡献的。

1978 年以前 ,由于报社只管出报 , 无须考虑经营问题 ,没有经济上的冲突 ,所以“邮发合一”的发行方式沿用几十年 ,

邮发机构与报社也相安无事。自 1978 年后 , 随着报社经营企业化的进程 , 报纸开始注重经济效益。 报社要把订费的

35%交给邮局 ,在讲求经济效益的企业化进程中 , 报社不得不考虑报纸的成本 、利润等经济指标。报社和邮局之间的矛

盾日益突出 ,自办发行则应运而生。

自办发行具有以下优势:第一 , 投递时间提前。在一般情况下 , 市区投递比邮局早约一两个小时 ,郊县要快半天至一

天。城市晚报在自办发行后 ,在下午 5 点钟之前 , 订户就能收到报纸。第二 ,投递质量提高 ,责任到人的责任制使投递员

对其工作认真负责。第三 ,发行数量增加。自办发行人员登门造访 , “上门宣传 , 上门征订 ,上门投递” , 报纸发行量上升。

第四 ,节省发行费用。自办发行费率与邮发比 , 仅为 18%[ 5](第 6 版)。第五 , 可积累大量流动资金。在邮发方式下 , 邮局

每月按订数将报款返还给报社。自办发行后 ,报社就可很快收到订报费 ,使报社可以集中大量的流动资金 、减少贷款和

支付利息 ,增强了自身的经济活力。但是 , 自办发行带来了邮发与自办发行的尖锐矛盾 , 在不少地方出现了“你发行我就

不发行 ,我发行你就不得发行”的现象 ,邮发和自办发行势不两立。

在这种状况下 ,《广州日报》率先采用在本埠主要靠自办发行 , 在外埠仍依托邮发的发行方式 , 把两者的优势很好地

结合起来。《广州日报》将邮发和自发相结合的发行方式被国内报社广泛借鉴。

1997 年 ,《成都商报》成立成都博瑞传媒有限公司 , 将报纸发行全部承包给该公司 , 全盘负责报纸的发行任务。《成

都商报》的公司分销发行模式也被国内各大报社所借鉴 ,国内已经有数百家报社成立了发行公司。

2004 年 8 月 18 日成立的小红帽发行股份有限公司———其前身是 1996 年 7 月 23 日成立的北京小红帽报刊发行服

务有限责任公司 ,获得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出版物全国总发行权” 、“全国连锁经营权”以及“在上海 、天津 、重庆等 12 个

城市设立分公司的权力” 。小红帽公司目前代理发行《北京青年报》 、《法制晚报》 、《北京青年周刊》 、《第一财经日报》 、《中

国经营报》 、《读者》 、《时尚》等 400 余种报刊 ,其中《北京青年报》保持着北京地区订阅量的第一位置。目前 ,小红帽公司

逐渐发展并形成了四大支柱型业务:报刊发行 、物流配送 、仓储运输和社区直投 , 形成了四足鼎立的业务模式 , 已经发展

成为京城及业内首屈一指的报刊发行企业。

小红帽发行有限公司在国内较早导入了物流配送的理念 , 不仅以物流理念统帅报刊发行 ,而且用物流理念开发其发

行网络。依据报纸发行渠道的特点 ,开发出了报刊发行 、日常用品配送 、文化服务 、信息服务等多种物流类型 , 极大地丰

富了报纸发行渠道的内容。小红帽公司依托 37个城市报业自办发行网络系统 , 组成了“全国城市报业发行网络联盟” ,

试图构建起未来的全国发行新体系。

不过 ,中国目前的发行市场仍处于散乱无序的竞争状态 ,还没有形成在全国范围内有明显实力优势的发行网络。自

办发行最主要的问题是低水平重复建设 、网络利用率不高和网络辐射范围有限的问题。 2000 年 9 月 29 日 , 北京市报刊

零售公司正式挂牌成立 ,隶属北京邮政系统 , 这是北京在邮政报刊发行体制改革中迈出的重要一步。新成立的北京市报

刊零售公司实行了公司化管理 、独立核算 、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 其业务范围包括报刊 、图书 、音像制品等各类出版物。经

过重组 ,原来分布在北京市各区的报刊零售公司及报刊门市部 、报刊销售中心和邮政报刊亭等全部划归北京市报刊零售

公司 ,成为零售公司的经营网点 , 全面实施报刊零售业务的纵向专业化管理。

(五)报业技术由传统迈向现代进而网络化数字化

1984 年在第 23 届洛杉矶奥运会期间 ,“在全世界报道奥运会的 7000名记者中 ,只有中国人用手写他们的报道” 。法

新社的这则报道使中国人从运动选手实现“零的突破”的喜悦中冷静下来。经过 20 年多的发展 ,我国报业技术虽然和世

界先进国家仍有差距 ,但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相比 , 其进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1978 年以后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我国自己研制的华光 III型计算机———激光汉字照排系统在报业广泛应用 , 标

志着报业的排版 、印刷技术由“冷排”取代了“热排” 。 1991 年 3 月北大推出“北大方正”激光照排系统 , 尔后又推出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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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报纸编排系统。

为加快运递速度 ,凡订数超过百万份的报纸 ,均实行分地印刷 、分片供应。过去是用两种方法把报纸的版面送到各

代印点 ,一种方式是用飞机运送纸样 、底片到代印点;另一种方式是用传真机传送版面。随着科技的发展 , 出现了电话传

版和卫星传版方式。 1990 年 8 月 31 日凌晨 ,《经济日报》首次将全部组版信息通过长途电话传至上海代印点《文汇报》

社 , 1992 年 1 月 15 日起 ,又通过亚洲一号卫星传送版面 , 其传送时间快 ,并版面清晰。

1991 年 6月 12日 , 北大和科技日报社共同承担的国家科委重点科技项目“远程传版 ,局域网络 ,光盘检索系统”通过

验收。这一系统的采用将实现电子排版系统网络化 、稿件管理计算机化 、图文输出一体化 、资料管理自动化 、版面传输远

程网络化 ,从录入 、组版 、发排 、管理到远程传版及恢复发排实现了无软盘操作 , 出版后的版面直接进入光盘存档。

我国报业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进入计算机使用阶段。在这一阶段 ,报社采用激光照排系统 , 印刷环节淘汰

铅活字 ,编辑记者逐步以计算机为工具 , 取代了手中的笔;90 年代中期起开始进入局域网阶段 , 基本实现了采编核心业

务的网络化 ,可以出版光盘介质的产品 , 打破了纸介质的唯一产品形态。随着我国互联网业的发展 ,各家报社纷纷“触

网” , 建立自己的网站 ,实现“报网联动” , 探索新的盈利模式。

2006 年 8 月 4 日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全国报纸出版业“十一五”发展纲要(2006—2010)》 , 指出要形成以传统

纸介质报纸为基础的数字化 、网络化内容产品和信息增值服务产品齐头并进的内容产品发展格局。这意味着报业的数

字化进程进入了另一个维面 ,例如 , 利用现代电信技术与读者和客户互动 , 不少报社采用呼叫中心技术 ,通过一个特服号

码 ,向读者和客户提供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手机短信 、网站访问等多种手段接入的相应服务;利用普及率很高的手机 ,

发送新闻短信 ,创办手机报纸 , 实现无线上网。在新闻短信方面 , 目前有影响 、有实力的报纸网站均提供这一服务 ,并取

得了良好的效益。在手机报方面 , 2004年 7月 , 中国妇女报网站首先开通 , 随后有不少中央和地方报社也相继开通。在

WAP网站方面 ,人民网于 2005年 2月“两会”期间开通了无线新闻网站。

我国报业最初采用现代技术是想加快新闻传递的时效性 , 美国 CNN 记者使用便携式卫星发射机报道“挑战者号”失

事和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的新闻报道 ,被认为是修改了”新闻“的定义 ,即“新闻是同时发生的事情的报道” 。而今天我们

回过头看现代技术对报业所产生的影响远非如此简单 , 现代技术深刻地影响着报业发展 ,会给报纸的形态 、报业格局 、报

业市场 、报业经营等带来诸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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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sion Route of Chinese Newspaper since 1978

Liu Jing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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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ee 1978 Reform and Open , Chinese new spaper has been expanding in such a st riking

w ay as from simple to plural fo rms in its structure , f rom a single unit to an enterprise t ill an individual

indust ry in it s management , f rom new spaper of fice to new spaper g roup t ill mult i-media in i ts body ,

f rom being issued by post of fice to self-issue till multi-i ssue mode in i ts publishment , f rom tradi tional

means to mode rn till internet and digi tal means in i ts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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