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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多个专栏，既有原创性调研报告，又有系统的资料汇总，内容数据翔实权威，具有很高的实
践价值和学术价值，必定能够吸引报业界的普遍关注。
同时，本书也是人大新闻学院媒介经济学专业重要参考书。
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媒介经济学主要从事信息传播活动的资源补偿方式研究、各类传播媒介的经济运
作规律和管理方法研究，以及媒介经济活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的研究。
这一学科的特色在于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新闻传播媒介研究领域，使用经济学分析工具研究媒
介的功能、产业特点和产品特性、传播资源配置等问题，能够深化传统新闻传播学科对于一系列基本
概念和理论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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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改革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读者对新闻消费市场的需求。
实力较强的党报开始创办大量子报，都市报、行业报、专业报、文摘报等大量涌现。
其中最显著的表现是“晚报现象”和“都市报现象”。
晚报和都市报都是适应读者的阅读需要而出现的，填补了市场的空白。
晚报与日报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出版时间。
因为晚报在下午或傍晚才出版，首先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强新闻的时效性，抢发当日新闻；其次，晚报
采编活动空间大，能够采集到更大范围的更多新闻信息；第三，可以最快地反映执政者的意向、社会
的动向和人民群众的心态和要求；第四，可以及时刊载与传播最具前瞻性的社会舆论。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报业出现了都市报纸群体。
都市报面向城市居民，凭借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快速发展，从而形成“都市报现象”。
都市报在创办之初，也继承、借鉴了晚报特别是所谓“新型晚报”许多特点和优势，包括学习晚报走
向寻常百姓家的读者定位和市场定位，学习晚报在新闻报道方面的平民意识和平民视角，甚至在具体
的版面设置和办报风格等方面也有学习、模仿晚报的痕迹。
但是，相对于晚报而言，都市报在更多方面还有创新与超越，这主要表现在都市报更加完全彻底地市
场化，更加强调强综合性和大信息量，十分重视新闻策划并把它作为新闻竞争的主要手段，将“敲门
发行”等新的营销方式广泛应用到日常经营中，等等。
都市报创造了以市场为生存背景的报业竞争模式，直接撬动中国报业传统格局的大变迁——最终形成
日报、晚报、都市报三足鼎立的报业格局，以及报业市场化生存状况；都市报创新了一整套办报理念
，并在市场竞争中持续发展，不仅为中国报业发展注入新血液，而且深化了中国报业的内涵。
6.报业集团的组建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人们普遍意识到报业必须由规
模数量型向优质高效型转化，由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化，从而把建立报业集团作为一种实现条
件和手段。
因此，寻求通过建立报业集团来提高报业的经营效益、实现更快发展成为人们的共同选择，而中国报
业的产业发展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高级阶段——集团化发展时期。
1996年5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正式挂牌成立。
由此，中国第一家报业集团诞生。
此后几年，各地报业迅速跟进，报业集团化热潮涌动。
截止到2003年8月，中国已经先后成立了39家报业集团。
而以集团化方式运作的报社更不在少数，集团化已经成为中国报业发展的一个普遍特征，并在全国范
围内铺将开来。
7.文化体制改革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
之所以需要改革，基本原因除了文化在综合国力中的作用与地位日益增强之外，也是因为文化的这种
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还存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不相适应的
地方。
2003年6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文化体制改革正式展开。
“改制”成为报业进一步发展的主题。
此次会议，将文化产业单位划分为两个类别——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和经营性文化企业单位。
同时，8个试点报社（报业集团）也在此次会议上确定，其中包括4家已经成立的报业集团——山东大
众报业集团、新华日报报业集团、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深圳报业集团，2家长期以集团化方式运营的
报社——北京青年报、今晚报，以及2家转制为企业的报社试点——中国证券报、电脑报。
此次会议后，报业改制问题正式提上日程，无论是政府，还是业界和学界，都将焦点对准改制背景下
的报业发展，特别是如何在改制背景下进一步推进报业集团化，更为人瞩目。
各地各报尤其是被列为改制试点的地区和报社，纷纷开始先期的改制实践。
2003年12月31日，中央进一步下达《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定（试行）》的文件
，提出“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等重要新闻媒体经营部分资产剥离转制为企业，在确保国家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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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的前提下，允许吸收社会资本。
”至此，“改制”成为了中国报业集团化进一步发展的大背景，而业内对报业改制和法人治理结构的
探讨和实践，也逐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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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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