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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此书是按照我在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完成科研工作时的研究报告略作修改而成的。
从2007年研究报告提交出站答辩到现在，匆匆间两年已经过去，常令人感慨物是人非，如今选择出版
这本书，更多的是一种纪念，纪念自己人生中的一段生活和经历。
　　复旦新闻学院，一直是我心目中神圣的学术殿堂，可惜多年来只能梦里遥望，无法前来聆听各位
专家、教授的教诲；幸亏命运眷顾——其实，更应该感谢各位老师的大力提携，使我在求学的最后阶
段，得以圆了个人的复旦新闻梦，如愿成为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的一名学子，多了两年学习和讨
教的机会，最终也有了作为本书蓝本的那份研究报告，研究报告肯定还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这与本
人的学术水准有待进一步提升有密切关系，对于报告中存在的学理疏漏和文字差错，本人承担全部的
责任，并乐意接受各位同道的批评和指正；同时，对于在本人博士后学习和研究过程中给予多方面帮
助和关心的各位专家、教授和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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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研究中国西部报业在新形势下的发展问题。
从当前报业生态环境分析，现阶段对于报业的生存和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主要因素大致有中国
加入WTO、国家全面实行文化体制改革、国内报业集团化趋势、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等；具体到
最近几年，对于国内报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则有学术界普遍预测报纸行将消失、国内报业集团
化受到质疑、都市报生存状态普遍恶化、报纸数字化潮流风起云涌等。
笔者认为以上诸多因素共同构成了报业转型期的宏观及微观概念，在此背景下研究和分析中国西部报
业的发展问题，显得更加迫切，更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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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庹继光（笔名马知远），湖南省张家界市人。
2004年四川大学文艺学专业(文化与传媒方向)博士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2005年9月进入复旦大学新
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科研工作，是四川省第一位新闻传播学博士后：2007年9月进入西南政法大
学法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科研工作。
目前任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系学校科研A岗(教授级)专职科研人员，先后在权威、CSSCI及中文
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中国当代传播理论体系分析》、《法律传播导论》和《奥
林匹克传播论》等，主持研究课题若干，并有部分成果获奖，曾入选四川师范大学“文科科研十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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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西部报业崛起的历史回顾　　西部报业在全国报业市场上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被国内
同行所关注，首先是从晚报、都市报开始的，这些报纸虽然存在许多差别，例如在兴盛时的定位不同
、读者对象不同、社会经济环境不同，但它们有一个相对统一的特点，都是比较典型的市民报。
因此，探讨西部报业在国内报业市场上的兴起，不能离开市民报这个领域——市民报主导了过去十余
年西部报业发展的脉络，叫响西部报业的品牌，组建多家报业集团，都是基于市民报而形成的。
　　此外，四川尤其是成都是西部报业赢得全国性声誉的第一站，《成都晚报》、《华西都市报》和
《成都商报》作为成都市民报的代表，相继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影响日益扩大，最终带动
了西部报业整体层面上的发展和兴旺。
因此，讨论西部报业发展，同样无法回避四川尤其是成都这个地域概念，四川报业当之无愧是西部报
业发展的龙头。
　　因此，对于西部报业发展的历史回顾，必须坚持两个异常重要的维度：市民报和四川，两个视角
缺一不可，以下笔者将结合这两个维度，详细阐述西部报业过去十余年的发展历程，着重探　　讨它
们在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为西部报业乃至中国报业留下了哪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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