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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报业发展问题研究

特约专家　冉　华

我国报业 30年的发展 ,际遇三次重大的制度安排和制度选择。“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混合型体制

框架下一系列运作机制的创新 ,催生了新时期报业产生的发展与繁荣。以行政资源配置为主的报业集

团的组建 ,不仅强化了党报的地位 ,也提升了报业发展的整体实力。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安排 ,文化体制

改革则为我国报业突破混合型制度瓶颈 ,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大契机。

传媒研究的一大特征就是对传媒现实发展的不断关注与思考。本专题正是通过对 30年我国报业

改革及产业发展的梳理 ,力图对报业现实发展中所遭遇的理论与实践等相关问题做出的深入思考 。

《我国报纸产业改革历史逻辑检视》一文系统再现了我国报业产业发展的历史沿革 ,指出 30年中的

每一次重大实践尝试和政策调整 ,都始终遵循着“产业化” 、“市场化”的改革取向 ,以产业发展为目标成

为我国报业 30年改革的逻辑主线 ,围绕这一主导逻辑 ,逐步建构并完善了报业的产业结构。

报业集团化的制度设计是报业发展中的又一次重大制度变迁。《集团化制度安排下的报业改革困

境》一文着力探讨的是 ,集团化制度安排在保障党报地位提升报业整体竞争实力基础上 ,所显现出的愈

来愈难以克服的制度局限 ,这种制度的局限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报业进一步发展动力的匮乏 。

尽管 30年来我国报业发展取得长足的进步 ,但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安排 ,报业期待在文化体制改革

的进程中突破混合型体制带来的制度瓶颈 ,进而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报业的

改革发展与未来取向》一文集中讨论的则是 ,针对报业这一特殊文化部类如何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整体框

架之下 ,科学 、稳妥 、有成效地推进新一轮的制度改革。

采编与经营的剥离是第一次制度变革的内核 ,它所造就的运作机制的变革也成为了中国报业几十

年产业发展的基本内涵。目前 ,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报业体制改制改革的第一步依然从运作机制改革

入手 ,通过对现有运作机制的改革不断突破混合性体制的弊端 ,为“两分开”做好准备 。

或许传媒公共性的缺失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但这并不能成为有良知的学者回避这

一问题的理由。我们政府与公众的利益冲突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 ,公共性传媒与经营性传媒两

分开的目标达成 ,应该体现为国家 、传媒 、公众三者利益的兼顾与公平 。因此 ,充分保障公众的权益 ,应

该是传媒体制改革不可或缺的观念和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