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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控制、市場競爭與地方黨報的 
影響力：廣東、上海、天津的比較研究

劉偉偉

摘要

開風氣、「敢為天下先」的黨報，為甚麼總在廣東，而不是其他地

方？同樣是黨報，為甚麼各地黨報的影響力差別這麼大？不同的「政

治控制─市場競爭」的結構組合，是導致各地黨報影響力差異的主要

原因。在大部分地區，或者政治控制比廣東強，或者市場競爭比廣東

弱。從地域上看，廣東黨報改革的步伐比其他地方大些，影響力更

大。從行政層級上看，地市級黨報比省級黨報的自由度大些，市場化

的程度更高些。黨報的性質決定了它永遠不可能真正市場化，改革是

有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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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y are the party organs of Guangdong always bellwethers among 

Chinese local party organs in terms of media reform? Why are the party organs 

of Guangdong more influential than other local party organs? Different 

structures of “political control - market competition” result in the party organs 

having different degrees of influence. Compared to other party organs, those of 

Guangdong face a unique circumstance: more freedom in politics and more 

competitors in the market. The party organs of Guangdong always blaze a way 

into newspaper reform. Civic party organs have more free choice in terms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than provincial party organs do. The reform of party 

organs is decidedly restricted and will never totally participate in market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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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問題

改革開放三十年，遵循的是「經濟改革先行」的思路。反映到意識

形態領域，黨報面臨著角色衝突：既要發揮「黨的喉舌」的宣傳功能，

又被推向市場「企業化經營」( Liu Hong，1998：32) ，「既是官方的政

治機構，也是資本積累的單位」(趙月枝，2008：9) 。受都市報和網路

的衝擊，黨報的讀者大量流失，發行量每況愈下（如圖一），強制徵訂

的任務越來越重。

圖一：全國三十一家省級黨報年均發行量（1992-2006）

資料來源：劉伯賢，2007：92–94。

對比各地黨報面臨的窘境，廣東黨報卻是另一番情景。廣東有五

家報業集團：廣州日報報業集團、南方報業傳媒集團（2005年以前名為

「南方日報報業集團」）、羊城晚報報業集團、深圳報業集團（2002年深

圳特區報業集團與深圳商報社合併）、佛山傳媒集團（2005年以前名為

「佛山日報傳媒集團」），是全國報業集團最多、實力最強、競爭最激烈

的地方。廣東黨報面臨的競爭壓力最大，卻辦得最出色。

《南方日報》在全國省級黨報中，連續八年（1999–2006）發行量排名

第一（如表一）。1998年，《南方日報》在省級黨報中率先成立報業集

團，旗下的《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21世紀經濟報道》等，均為

中國最有影響的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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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1999–2006年，省級黨報發行量前五名（單位：萬份）

位

次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1 南方日報
（72.94）

南方日報
（80.01）

南方日報
（75.01）

南方日報
（75.00）

南方日報
（75.01）

南方日報
（85.01）

南方日報
（85.00）

南方日報
（85.00）

2 解放日報
（42.11）

天津日報
（56.99）

解放日報
（40.96）

北京日報
（38.00）

浙江日報
（38.95）

大眾日報
（45.01）

浙江日報
（42.76）

浙江日報
（39.73）

3 新華日報
（42.01）

新華日報
（42.14）

大眾日報
（40.01）

浙江日報
（37.92）

北京日報
（38.01）

浙江日報
（39.59）

大眾日報
（39.20）

大眾日報
（37.50）

4 河北日報
（41.48）

浙江日報
（41.98）

浙江日報
（39.74）

解放日報
（37.64）

解放日報
（36.12）

解放日報
（36.99）

解放日報
（37.53）

解放日報
（36.69）

5 天津日報
（41.47）

大眾日報
（40.01）

天津日報
（38.56）

大眾日報
（37.00）

大眾日報
（36.01）

新華日報
（33.75）

天津日報
（32.50）

天津日報
（33.00）

資料來源：劉伯賢，2007：93–94。。

1996年，中國第一家報業集團——廣州日報報業集團成立，廣告

收入連續十三年（1996–2002）高踞全國報業榜首，2006年達18.03億元

（梁海燕，2003：19–20）。《廣州日報》自費訂閱率高達87%（2004年）

（方仁，2004：15），是廣東省發行量第一的報紙（如表二）。2004年，

廣州日報報業集團、北京青年報社與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聯手創

辦了《第一財經日報》。2007年，廣州日報報業集團控股的廣東九州陽

光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粵傳媒」）在深圳證交所上市，是首家在境內上

市的傳媒公司。1 廣州日報報業集團所屬的《南風窗》，是中國最有影響

的政經雜誌。

表二：珠三角報業零售市場狀況

銷量排名 廣州 佛山 中山 東莞 江門

1
廣州日報
（51.4%）

廣州日報
（44.8%）

廣州日報
（42.6%）

廣州日報
（40%）

廣州日報
（41.4%）

2
羊城晚報
（18.9%）

羊城晚報
（18.2%）

羊城晚報
（22%）

南方都市報
（17.4%）

南方都市報
（16.5%）

3
南方都市報
（14.7%）

南方都市報
（17.8%）

南方都市報
（18.2%）

羊城晚報
（12.6%）

羊城晚報
（11.9%）

資料來源：北京世紀華文國際傳媒諮詢公司，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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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風氣、「敢為天下先」的黨報，為甚麼總在廣東，而不是其他地

方？同樣是黨報，為甚麼各地黨報的影響力 2 差別這麼大？這是本文研

究的核心問題。

理論假設

大衛．克羅圖（David Croteau）和威廉．霍伊尼斯（David Croteau）

（2007:34）總結了媒體運營的兩種模型，即市場模型（追求利潤）和公共

領域模型（服務於公共利益），雖然「市場模型幾乎在媒體產業佔據支配

地位」，但政府仍然扮演著關鍵角色：「政府制定的政策深刻地改變了

媒體運營的環境」。Besley和Prat（2006）指出：競爭降低了政府控制媒

體的可能性（馬修．根茨科、傑西．夏皮羅，2008：133–154）。

借鑒上述觀點，本文提出自己的理論假設：不同的「政治控制─市

場競爭」的結構組合，是導致各地黨報影響力差異的主要原因。

引數「政治控制」的概念及其操作化

為使傳媒成為自己的「代言人」，政府通過各種手段對其進行控

制，包括：法律壓力、經濟和政治壓力、保密、直接審查和暴力（約

翰．C．梅裡爾，1988：46）。「政治控制」的概念通過如下幾個方面進

行操作化：

第一，黨報作為事業單位，對財政供養的依賴程度。黨報接受財

政撥款，黨報從業人員也多為事業編制，屬於「體制內」（趙鼎新，

2006：281）。廣告額越多的報紙，對財政供養的依賴程度越低。

第二，黨報從業人員由地方黨委直接任命的比例。黨報「堅持党管

媒體的原則，確立黨委領導下的報業集團管理體制……集團黨委會為

最高決策機構，黨委會領導社委會（或董事會），社委會領導編輯委員

會和經營管理委員會」（石峰，2006：25）。進入管理層的先決條件是：

政治合格、思想正確，以確保黨對報社的領導（Franklin W. Houn, 1958: 

440–441）。

第三，當地宣傳部的限制性規定的數量。黨報受中宣部和地方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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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宣傳部雙重領導（人民日報社，1996：3、32）。「團結、穩定、鼓

勁、正面宣傳為主」的「雙六字」方針，是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宣傳的基

本方針（鄭保衛，2005：452）。黨報由各地黨委宣傳部直接領導，報紙

的自由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當地宣傳部的限制性規定（如《宣傳動態》）。

第四，轉載新華社、人民日報通稿的比例。「在新華社尚未播發相

關稿件、宣傳口徑也不明朗的背景下……稍有不慎，便可能惹來麻煩」

（楊興鋒，2004：73）。為了「安全辦報」，重大新聞事件的報道，各地

黨報幾乎都是照抄新華社「通稿」（何清漣，2004）。不過，「規定動作」

之外，也有「自選動作」。

第五，批評報道的數量。1953年3月，中宣部批示，黨報「不經請

示不能擅自在報紙上批評黨委會，或利用報紙來進行自己與黨委會的

爭論」，形成了「黨報不得批評同級黨委」的慣例（靖鳴，2008：32–

38）。「負面新聞」曝光的問題短期內無法得到解決的話，被認為「會引

起公眾不滿，進而導致社會失序」（Li Xiaoping, 1991: 349）。從批評報

道的數量可以觀察當地政治空間的大小。

引數「市場競爭」的概念及其操作化

市場競爭主要考量零售發行市場主體間的競爭威脅程度，其操作

化，主要考察黨報在本地會面臨哪些競爭對手：第一，本地報業集團

的數量（同業競爭）。第二，本地出版報紙的數量（日報與都市報競

爭）。第三，本地電視頻道、廣播電台和門戶網站的數量（異質媒體 

競爭）。

絕大多數報紙不是黨報，就從屬於黨報為「母報」的報業集團。競

爭對手的數量和強弱，決定了黨報在當地的生存空間。2001年對 

北京、上海、成都、廣州、武漢、西安居民的電話訪問顯示：60% 

以上的居民，均認同一家報紙在當地最有影響力：西安《華商報》

（82.09%）、武漢《楚天都市報》（79.4%）、《廣州日報》（71.84%）、《成都

商報》（66. 17%）、上海《新民晚報》（66.01%）、《北京晚報》（61.31%）

（楊靜，2002）。只有《廣州日報》一家是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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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變數「黨報影響力」的概念及其操作化

媒體影響即受眾在接觸媒體後能夠保有多少印象，以及媒體提供

的資訊對於受眾決策的影響（George Fisk, 1959: 86）。報道內容的公信

度和報紙的發行量，共同決定了報紙的社會影響。

黨報影響力的操作化有如下幾個途徑：第一，黨報的發行量。（1）

不同地方，黨報的發行量比較。（2）同一地方，黨報與其它報紙的發行

量比較。第二，媒體轉載率：重大新聞事件發生時，該黨報的稿件被

其他媒體轉載的數量。同一件新聞事件發生時，大部分黨報會直接採

用新華社、人民日報的通稿。但是，地方黨報需要獨家新聞和獨家評

論，通過媒體轉載的方式，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如《解放日報》、《深圳

特區報》和《南方日報》推動的思想解放運動 。第三，「領導關懷」。中

央領導（政治局委員）視察、題詞、表揚、批示的次數。黨報通過「讀

者來信」和「內參」的方式，向決策層「獻言獻策」（賈春國，2006）。

因果關係機制及其解釋

圖二顯示的是本研究設計的因果關係機制：（1）政治控制的程度與市

場競爭的程度，構成了「政治控制─市場競爭」的結構組合。（2）不同的「政

治控制─市場競爭」的結構組合，導致黨報影響力的差異（因果關係）。

政治控制與市場競爭相關，但並不是此消彼長。二者形成了四種

結構組合（如圖三）：A.政治控制強、市場競爭強；B.政治控制強、市

場競爭弱；C.政治控制弱、市場競爭強（廣東）；D.政治控制弱、市場

競爭弱。在大部分地區，政治控制都強；但在廣東，政治自由度高些

（與改革開放有關）。在大部分地區，市場競爭都弱；但在廣東，市場

競爭最激烈（五家報業集團，均為全國最強列）。或者政治控制比廣東

強，或者市場競爭比廣東弱；所以，相比全國大部分地方黨報影響力

式微（主要體現為發行量和媒體轉載率下降）而言，廣東黨報的一枝獨

秀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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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因果關係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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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關係的微觀機制

不同的利益主體（黨報主管部門、黨報從業人員、讀者等），均謀

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由此導致不同的行為特徵和結果（如圖四）：

圖四：黨報主管部門、黨報從業人員與讀者的利益關係

黨報主管部門
（地方黨委、宣傳部門）

不同的利益主體 利益最大化
行政特權  

（強政治控制 > 弱政治控制）

盈利動機  

（強市場競爭 > 弱市場競爭）

讀者的資訊來源  

（強市場競爭 > 弱市場競爭）

黨報的影響力最大化
（發行量 + 媒體轉載率 +「領導關懷」）

黨報的信息量最大化、權威可信
（新聞報道 + 實用廣告資訊）

黨報的收入最大化
（發行收入 + 廣告收入）

零售市場的價值
（強市場競爭 >

弱市場競爭）

完成業績考核任務（晉升需要）

讀者評價

黨報從業人員
（社長、總編輯、編輯、記者）

讀者
（機關訂閱以外的普通讀者）

第一，不論是為了政績考核達標（晉升需要），還是為了市場化改

革的需要，黨報影響力的最大化都符合黨報主管部門的利益。地方黨

報的社長、總編輯，常常兼任或晉升地方黨委宣傳部副部長，其晉升

的一般路徑是：黨報總編輯→黨報社長→地方黨委宣傳部部長、副部

長。黨報主管部門會動用行政權力，攤派黨報，提高訂閱量。如果當

地黨報的文章能夠被其他媒體轉載，尤其被中央媒體轉載或政治局委

員點名表揚或批示，將是莫大的光榮。

第二，黨報的性質決定了它不可能像企業那樣破產，雖然市場化

是個趨勢，但財政完全「斷奶」是不可能的。對於黨報從業人員來說，

收入最大化而非影響力最大化，才符合他們的利益。為了創收，他們

也會通過擴大發行、多元化投資。為了吸引廣告需要擴大發行量；為

了樹立品牌進行多元化投資，須要提高媒體轉載率。「強市場競爭」的

情況下，從業人員收入最大化的盈利動機更強。

第三，讀者只關心黨報的內容是否有可讀性，是否權威可信，是

否能以便宜的價格獲得最多的資訊。在大部分地方，相比普通讀者，

黨報的編輯、記者，更關心的是如何讓領導滿意。「主流媒體邊緣化，

邊緣媒體主流化」（李大同，2006：2–3），「強市場競爭」的情況下，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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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資訊來源選擇越多，面向普通讀者的零售量佔發行量的比重更

高，對黨報從業人員的收益更重要。

廣東：「弱政治控制─強市場競爭」

「先行一步的政策優勢和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是廣東報業發展得
天獨厚的優勢」（林如鵬、毛錦欽，2006：96）。如原《南風窗》主編朱
學東（2007：82）所言：「廣東媒體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在市場經濟中
浸淫成長，其成長的環境，是目前國內其他任何一個地方所無法超 

越的。」

「先走一步」的政治空間

廣東是改革的試驗場。任劍濤（2008：1–14）指出：

廣東的改革者們在重重壓力之下，有敢於打破禁區的勇氣與智
慧。來料加工在這裡顯現、價格改革在這裡起步、股份制在這裡
試驗、跨國公司在這裡登陸。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廣東，敢
於打破政治禁區，嘗試政治體制改革。從李灝 3 的政治改革設想到
於幼軍 4 的行政三分（決策、執行、監督）設計，從袁庚的蛇口民主
試驗到基層民主選舉，從政府重大決策事項必須通過人大到廣州
市人大代表通過的提案就是國家意志政府必須執行。

廣東的先走一步，得到黨政高層的支持。中央有鄧小平、葉劍
英、李先念、谷牧 5、胡耀邦等人的堅定支持，省裡有習仲勳 6、楊尚
昆、任仲夷 7、吳南生 8 等人的大力推進，深圳有梁湘 9、李灝等人的籌
畫，基層有袁庚 10 等人的奮力打拼（任劍濤，2008：1–14）。為了讓廣
東先行一步，中央先後發出了 [1979]50號文、[1980]41號文、[1981]27

號文、 [1982]17號文、 [1982]50號文、 [1983]11號文、 [1984]13號文
等。中央甚至提出：「中央授權給廣東省，對中央各部門的指令和要求
採取靈活辦法，適合的就執行，不適合的可以不執行或變通處理」（張
漢青，1997：31–33； 蘇維民，2008：18–24； 盧荻，2008a：57–62；
盧荻，2008b：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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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2月，胡耀邦視察深圳特區，指出「特事特辦，新事新辦，

立場不變，方法全新」（王碩，2008：36–40）。1992年初，鄧小平和國

家主席楊尚昆視察廣東。3月25日，《深圳特區報》大篇幅推出了通訊

《東方風來滿眼春》和系列評論「猴年新春八評」：「扭住中心不放」，「要

搞快一點」，「要敢闖」，「多幹實事」，「兩隻手都要硬」，「共產黨能消

滅腐敗」，「穩定是個大前提」，「我們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新華社、

《人民日報》等海內外媒體紛紛轉發，引起轟動（張松平，1998；雷仲

予，2007：24–26）。江澤民總書記1992年為《深圳特區報》題詞：「改

革開放的視窗」（聞道，1997：60–61）。

中央允許深圳有大膽實驗的改革「試驗權」和「試錯權」，即鄧小平

同志所說：「闖一闖，試一試，不行回來就是了」（李羅力，2008：6）。

2006年3月，《深圳經濟特區改革創新促進條例》，明確規定對法定條件

下出現的改革失誤，不追究責任（阿計，2008：7–10）。2010年9月4

日，《光明日報》 發表「兩種不同性質的民主不可混淆」（徐振華，

2010）： 

在深圳政治改革經驗帶來的期待之中，尤其是關於政府權力的劃

分方面，有些認識較為模糊，甚至有混淆概念、盲目比附之嫌。

有人會認為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的三分，類似於西方政治中

的「三權分立」……此類觀點沒有分清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

主的界限。

9月6日的《南方日報》則發表了「政治體制改革：未來特區新使命」

的系列評論，力挺深圳的政改：

作為各項改革的先鋒和試驗田，特區也應該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先

行者……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必須解放思想，突破所謂

姓「資」姓「社」的新束縛。11

政治風險的規避能力

1995年起任南方日報總編輯的範以錦強調要抓好典型報道、深度

報道和批評報道三個拳頭產品。除每週刊發一期《讀者心聲》外，《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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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報》月月都有批評報道在頭版見報（藍芳，1999：30–31）。12
1999年，

範以錦提出了把握好輿論導向應注意的二十種情況。2000年2月，江澤

民總書記到廣東指導工作，對範以錦總結的「二十條」給予了充分肯定。

《南方》雜誌社副社長賴家彥（2008:187）坦承：

報紙刊登甚麼新聞、怎麼刊登，都有明確的統一的方向和要求。

與這些要求極不相稱的，是報紙的市場化生存壓力，報紙要有廣

告投放就要有一定量的讀者，報紙要獲得讀者關注並形成影響

力，就要有差異化的內容。差異化的內容與大多數報紙不一樣，

就有可能被認為「偏離導向」。當「偏離」程度危及「陣地」之時，將

面臨滅頂之災。南方報業的核心能力體系中第一重要的就是這一

種特殊能力，即政治風險規避能力：一方面是防範能力，南方報

業的主要領導和新聞研究機構，專門研討中央和各級部門、省市

對重大政策問題、重大歷史事件的態度，對已出現、已經發生新

聞現象、新聞事件採取的管理辦法。因為研究得深、掌握得快，

往往在相關新聞「禁令」出台前搶先報道「擦邊球」。另一方面是

公共關係能力。須要借助一些外部力量盡可能地為自己拓展生存

空間。國內一些具有社會責任的企業家和廣東改革開放的功勳人

物，是南方報業公共關係能力中的特殊資源。

原廣州市委宣傳部長、廣州日報報業集團社長黎元江有句名言：

「如果你做了一年報紙，都沒讓上頭批評一回，那就說明你一年甚麼都

沒幹！」（張歡，2008：44）在具體的辦報理念上，他曾提出三段論：大

前提是報紙必須導向正確才能生存下去，小前提是報紙必須吸引讀者

才能擴大發行——報紙必須兼顧這兩者才能存在和擴大發行。

廣東報業發展的三個台階

廣東是全國電視媒體競爭最慘烈的地區：省內電視台有三個上星

頻道，即廣東衛視、南方衛視和深圳衛視；境外電視頻道達到八個，

加密播出的還有34家（洪峰，2008：105–107）。報業的競爭，比電視

媒體競爭有過之而無不及。



政治控制、市場競爭與地方黨報的影響力：廣東、上海、天津的比較研究

167

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報業大致經歷了三個台階（李子彪，2000：

16–17）：

第一個台階：1978年到1986年，各類報紙相繼復刊或創辦。

第二個台階：從1987 年到1995年，體制改革、版面改革、發行改

革和經營改革相繼開始。1987年，《廣州日報》在全國省市報紙中率先

擴版，由對開四版擴為八版、十二版、十六版。1988年，《廣州日

報》、《南方日報》等相繼自辦發行（謝汝章，1991：17–19）。《南方日

報》、《羊城晚報》紛紛增張擴版和採用彩色印刷。1993年，全國出現八

家廣告額超億元的報社，廣東佔了「半壁江山」，即廣州日報社、羊城

晚報社、南方日報社、深圳特區報社（遊夢華，2007：117–121）。1997

年，廣東省公開發行報紙有130多種，報紙種類、總印數和總印張數位

居全國省級地方榜首（吳文虎，1999：66）。

第三個台階：1996年開始，進入集約化、規模化經營階段。1996

年1月15日，廣州日報報業集團成為我國首家報業集團。1998年5月

18日，南方日報和羊城晚報同時成立報業集團。1999年11月1日，深

圳特區報業集團掛牌。1998年全國報業廣告收入259億元，廣東報業

佔57億元。

2005年，廣東四大報業集團平均期發行量為：南方報業傳媒集團13 

431.1萬份（主報80.3萬、子報350.8萬），廣州日報報業集團主報165萬

份，羊城晚報報業集團102萬份（主報82萬、子報20萬），深圳報業集

團252.2萬份（四張主報172.2萬、子報90萬）。四大報業集團在廣東報

業市場的佔有率高達73%以上（陳子文，2007：45）。

2006年9月，廣州市前3名報紙的廣告收入，超過市場份額的

75%。廣州日報社下屬《廣州日報》與《資訊快報》分別排在第一和第

五，南方日報社下屬《南方都市報》與《南方日報》分別排在第二和第

六，羊城晚報社下屬《羊城晚報》與《新快報》分別排在第三和第四（王

鼎，2007：5–6）。

黨報大眾化及其市場取向

廣東的都市報發展很快，黨報系列基本上轉化為大眾化的報紙（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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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卿，2003：48）。南方日報報業集團總編輯楊興鋒指出：

有的同行提出黨報也要「軟些軟些再軟些」，試圖以社會新聞、明

星緋聞來增加黨報的可讀性，從而使之走進千家萬戶，但由於黨

報的性質和它所承擔的任務，要完全做到這一點，不可能也不可

取。作為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要辦一張權威性的政經大

報，做主流新聞，爭主流讀者，努力辦高水準的黨報」（楊興鋒，

2004：20–23；楊興鋒，2005：9）。

南方報業傳媒新聞研究所副所長尹連根（2003：3）指出：

所謂的「做主流新聞」，指的是：做與主流讀者利益和興趣密切相

關的新聞；從主流讀者的視角出發做新聞。改版後採用符合國際

大報通行風格的窄報。週一到週四從原十六版增加到二十版，週

五增加到三十二版。為做與主流讀者相關的新聞，特別新增改版

前所沒有的政策解讀版、南方財富版塊、觀點版、連線版、都市

版、星期五的週末32版和A1版的時評欄、人事（變動）欄。尤其

是週末32版中的A9調查版、A10對話版、B3環球版、B5金領

版、B10閱讀版等，清一色地有為主流讀者度身訂做的傾向。

廣州日報報業集團原總編輯薛曉峰說：

廣州日報辦報的基本原則就是在黨性原則的前提下，積極參與市場

競爭，通過做大、做強、做優黨報，把黨報辦成真正的強勢主流

媒體。黨報作為兼有意識形態和文化產業雙重屬性的複合體……

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其價值的實現，最基本的前提是有沒有人

看、有沒有人買，能不能夠得到市場的認可（方仁，2004：15）。

廣州日報報業集團社長戴玉慶說：「如果沒有市場，沒有消費者的

認同，黨報的喉舌功能也難以發揮」（任琦，2008：16）。

《廣州日報》在發揮黨報權威性、公信力的同時，大量提供與讀者

生活工作緊密相關的實用資訊，做到了領導與讀者「兩頭」都滿意。《廣

州日報》要聞版有幾個特點：一是新聞總量控制。從每天《廣州日報》

的一版上，人們能讀到六到七條新聞，很少突破九條。除省市「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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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全委會等重大會議報道和省市委書記重要活動外，其它會議和領

導人活動均以模式化處理，即標題和所佔面積不超過兩欄，字數控制

在400–500字。二是新聞處理手段的多樣性。《廣州日報》一版新聞條

數不是很多，篇幅不是很長，把領導活動、會議、政府檔中透露出來

的廣大讀者最關注的新聞點拎出來，通過消息、述評、評論、連結、

圖表等多種形式全方位、立體化解讀清楚（鄭世傑、張樹德，2006：

45–46）。《廣州日報》有80%多的讀者是自費訂閱，這與一些黨報以公

費訂閱為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廣州日報》組織了發行公司，在方圓300公里的地域內建立了由

300個發行站、3,800個發行員組成的投遞網路，並擁有130多輛的送報

專車（王放，1999：38–40）。在廣州市建立了103家連鎖店，在珠三角

建立了50餘家，集零售、批發和訂閱於一體（王放，1998：29–30；唐

小兵、黃蓉芳、陳新華，2002：16–17）。

2005年7月，「《廣州日報》精彩時間」在地鐵電視上開播（谷虹，

2006：82）。2007年7月，《廣州日報》率先在國內成立「滾動新聞部」，

不間斷地通過報紙、網路、手機等各種媒體，提供最新的資訊（宗合，

2007：49）。2007年，《廣州日報》在廣州、佛山、中山、東莞、江門等

五城市中均排名第一，在珠三角城市的零售市場份額多在40%以上，

在廣州市場上的市場份額超過了50%（劉萬超，2008：46）。《廣州日

報》1996年開始全面實行代理制，是我國首家實行廣告代理制的報紙

（浦任，2001：46）。14
1994–2002年，《廣州日報》廣告收入連續8年在

全國報紙排第一（梁海燕，2003：19–20）。

上海：「強政治控制─強市場競爭」

上海有中國最發達的市場經濟，也有中國最激烈的媒體競爭。一

方面，上海本地新生大量媒體，外地乃至國外媒體大量湧入上海，共

同構成了上海媒體尤其是財經媒體的跨地、跨行業競爭；另一方面，

解放日報報業集團的競爭優勢主要體現為子報的市場強勢，而母報《解

放日報》主要依賴公費訂閱和子報「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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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思想解放以來的政治控制

1991年2月15日，農曆正月初一，《解放日報》頭版發表了「做改革

開放的『帶頭羊』」的署名「皇甫平」的評論。緊接著，同一署名的評論

「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3月2日）、「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3月

22日）、「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幹部」（4月12日）陸續見報。

四篇文字，吹響了掀動新一輪解放思想的號角。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

發表重要談話。2月4日，大年初一，《解放日報》及時發表了「黨的基

本路線要講一百年」的春節評論，引起巨大的反響 (周瑞金，2003；周

瑞金，2008；高白，1992：3–6) 。

Chin-Chuan Lee, Zhou He和Yu Huang（2007：21–42）考察了上海、

北京、廣州的政治經濟環境後，得出結論：

權力的多樣化是媒體自由度的源泉。北京是一種「管制下的多樣

化」，中央各部門和北京市委都有各自的利益，代表這些不同權力

機構的不同利益的媒體，會有一定的生存空間。廣州有中國競爭

最激烈的媒體市場，廣州媒體受到的意識形態的限制也少得多。無

論在媒體市場化還調查性報道方面，經常扮演「改革先鋒」的角色。

作為經濟中心和直轄市，上海媒體離權力中心太近，並始終受到

上海市委的直接、有效和強有力的控制。2000年6月，上海市委宣傳

部對違反新聞宣傳紀律的新聞單位通報批評：「有幾家報紙不顧有關部

門的提醒和招呼，先後發生6起違反規定的報道。市委宣傳部要求這些

報社對違規問題作出深刻檢查，並對有關責任人給予必要的處分」（胡

新，2000：4）。

原《解放日報》總編輯趙凱（1999：4–6）提出，辦好《解放日報》必

須堅持「五句話」的工作方針：

第一，黨報姓黨，與黨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保持高度

一致。第二，黨報是報。要做到像黃菊同志說的那樣，「導向正確

不死板」。第三，黨報「既是喉舌、又是產業」，保證宣傳、經營一

起抓。「堅守一塊」，即國家機關、國有企業這些黨報發行的傳統

陣地；「拓寬一塊」，即金融、貿易等專業領域搶佔一塊。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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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在黨。各級黨委對黨報的關心、支持以及適當的政策傾斜，

是黨報發展壯大的關鍵。第五，基礎在人。有一支「政治強、業務

嚴、作風正、紀律嚴」的隊伍，培養和選拔優秀青年幹部。

2000年，時任《解放日報》總編輯宋超（2000：11–13）稱：

2000年8月份，解放日報發起了一個戰役性報道，其著眼點相當

高——關於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問題，但其切入點又非常小——從

退休教師任水良的生活境況談起。任水良多年來省吃儉用資助貧

困山區的孩子上學，耗盡了積蓄，自己卻貧病交加。抓住這個典

型人物，解放日報組織了《我們如何看待做好事》的討論和報道，

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這組報道得到了中宣部的肯定，丁關根

同志專門做了批示，並要求廣電部門拍攝專題片在中央電視台播

放。上海市委書記黃菊、市委分管領導也做了批示。

《解放日報》報人也意識到黨報在新聞報道方面的局限性。解放日

報報業集團黨委書記、社長尹明華 15 稱：

重大的突發新聞的報道，當它落到黨報上的時候，已經被修剪得

非常規整，而同樣的消息如果是在小報上的話，是可以鋪開的。

黨報的突發新聞報道是沒有優勢的，缺少細節，甚至沒有感染力

（程士安，2007：9）。

雙寡頭競爭：解放報業與文新報業

1998年7月25日，《文匯報》和《新民晚報》組合成立了文匯新民聯

合報業集團。2000年，解放日報報業集團也成立了。上海的報業進入

了兩大集團競爭的時代。2004年，兩大報業集團報紙總數達到23種，

佔全市公開發行報紙的31.08%；兩大報業集團的總收入和利潤合計

20.74億元和5.97億元，分別佔上海報業總收入和總利潤的71.08%和

95.22%（金宇，2007：32）。

《文匯報》和《解放日報》一樣，讀者主要屬於公費訂閱，競爭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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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於子報之間：早報市場，《新聞晨報》對《東方早報》；晚報市場，

《新聞晚報》對《新民晚報》；生活服務類週報市場，《申江服務導報》對

《外灘畫報》（陳紅梅，2004：7–8）。

財經媒體的衝擊

上海媒體環境與其他地方最大的不同，在於財經媒體極其發達。

上海市民經常接觸的本地財經媒體有「第一財經」（電視）、《上海證券

報》、《第一財經日報》、《每日經濟新聞》、《東方早報》、《第一財經週

刊》等；發行量比較大的外地財經媒體有《中國證券報》、《21世紀經濟

報道》、《經濟觀察報》、《中國經營報》、《財經時報》、《國際金融報》、

《經濟日報》、《財富時報》、《財經》、《證券市場紅週刊》等。

在上海， 關注財經類內容的讀者佔 37.4%， 其中股市報道佔

17.9%，財政金融佔9.9%，經濟資訊佔9.6% (姚林，2004) 。在北京、

上海和廣州三座中心城市，上海的經濟類資訊受眾規模最大，佔受眾

總量的16.10%，其次是北京（8.40%），再次是廣州（3.90%） (朱濤，

2007：83–84) 。《解放日報》這樣的黨報，既非都市報，又非財經報，

自然沒有零售市場。

「紅色通道」加「綠色通道」

《解放日報》在零售市場上是沒有競爭力的。1996年，時任《解放

日報》總編輯秦紹德稱：「《解放日報》的現狀是，84%公費訂閱，14%

是私人訂閱和零售。實現老百姓自己掏錢買報，黨報宣傳才稱得上成

功了」 (李志成，1996：7–8) 。

《解放日報》傳統的發行主管道，是宣傳部門的「紅色通道」和郵局

的「綠色通道」(周尚科，2008：27–28) 。在市場空間上，非機關報刊

原則上以讀者自費訂閱、購買為主，給黨報黨刊騰出發行空間；穩定

發行數量，在確保和拓展公費訂戶的同時，搶佔非公有制經濟實體的

訂戶，提高《解放日報》的發行量 (健吾、修平，2001：7–13)。2005年

底，《解放日報》已在上海市區850個街道、居委會設立了900多個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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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隨後，閱報欄又快速覆蓋全市95%以上的大專院校、70%以上的

公園綠地。2006年底，上海松江、金山、青浦郵政局在收訂《解放日

報》時，採用了區委宣傳部直接下達指標和下發專用單，郵政上門收訂

的方式，確保了《解放日報》訂閱量的增長。2007年，上海郵政在郊區

各單位推廣這種做法。

2007年11月，上海市社會工作黨委要求全市規模以上非公有企業

黨組織，採取更加靈活的籌資方式訂閱黨報。《解放日報》協調浦東新

區區委，為企業中新建立的黨的165個基層組織訂閱《解放日報》；協調

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為其每一個服務網點訂閱一份《解放日報》，這樣

原本要萎縮的500份訂閱量一下子增加到1300份 (周尚科，2008：30) 。

天津：「強政治控制─弱市場競爭」

與經濟上的開發、開放相比，天津的政治環境始終是比較保守

的。16 天津報業出過《國聞報》與《大公報》這樣最一流的報紙，現在卻

有點「安靜」。

領導滿意第一的「政治紙」

2000年4月21日，時任天津日報報業集團社長兼總編輯張建星，1

在劄記中寫道：

江澤民同志關於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的批示，強調新時期的

思想政治工作是事關大局的。年初的全國宣傳部長會，總編輯

會，中宣部也有十分明確的要求和安排。成立一個工作室，集中

精力策劃、組織、採寫關於思想政治工作的典型報道。這是一件

事關大局、十分緊迫的事（張建星，2004。〈新聞操作92條劄記第

22條：建立工作室制〉）。

我們辦的是新聞紙，也是政治紙。政治上處理不好，一切無從談

起。市委書記週四晚在一次談話中，再次肯定了我們近期的報紙

版面設計好，照片有品質，文字有水準，確是辦出大報風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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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的話既是肯定，也是期望」（張建星，2004。〈新聞操作92條劄

記第10條：站在讀者的角度採寫〉。

《天津日報》一開始就沒有把自己定位於市民報。張建星（2005）說：

言論體現我們的態度和聲音，不能越過市委的思路，另來一套思

路不行」（〈張建星精彩語錄〉）。

機關報辦好對於系列報辦好非常重要，永遠不要放棄機關報的權

威優勢，這個優勢就是政治紙。雜文我不提倡，雜文應該是頂花

帶刺的黃瓜，而我們的雜文都是粉嘟嘟的番茄，沒甚麼可讀的還

佔地方，乾脆把它放在系列報上，機關報就代言中央和市委的聲

音，做足做透。1998年我們在市委指揮下開展的創新大討論，受

到總書記表揚。《天津日報》最重要最長的編者按4900多字，受到

市委表揚。中宣部對我們的要求是「說充分、講清楚」，這樣機關

報就賣出去了，定位也有了。大報就是形象，大報就是旗幟（〈資

訊全球化下的傳媒業〉）。

天津市委書記說《天津日報》真正反映了市委的聲音，《天津日報》

登甚麼不登甚麼，由總編輯說了算。機關報賣點就是政治紙、觀

點紙。把中央和市委的精神按新聞規律做，把權威性做足，突出

言論和聲音。《天津日報》是機關報，我的第一任務就是對中央負

責，對市委負責，服務、服從於全黨全市工作大局。2001年12月

31日我們在《天津日報》上做的《2002年市委工作意見解讀》，在一

版發菜單和導讀，一天做了二十個版的「市委工作意見解讀」。「大

無縫」是中國鋼管基地，江澤民總書記、李鵬、朱鎔基、李瑞環題

詞後，我們連續做了十六個版，發了「五論」，一次做足做夠，全

程策劃，機關報的定位有了，市委滿意，讀者也滿意（〈資訊全球

化下的傳媒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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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資源轉化為市場特權

在天津本地，只有兩家報業集團：天津日報報業集團和今晚傳媒

集團，先後成立於2002年8月21日和2005年9月6日。今晚傳媒集團

有「五報三刊一網」：《今晚報》、《渤海早報》、《天津老年時報》、《今晚

經濟週報》、《中國技術市場報》、《今日天津》（畫刊）、《智力》雜誌、

《家庭 • 育兒》雜誌、今晚網。除《今晚報》外，今晚傳媒集團的其他報

紙的發行量都很小。天津日報報業集團現擁有《天津日報》、《每日新

報》、《城市快報》三份日報，《假日100天》、《採風報》、《球迷》、《車天

下》4份週報，《藍盾》、《新廣角》二份期刊，2003年增加了《北方經濟

時報》、《新財訊報》、《天津政法報》。

2004年3月19日，張建星在津報集團總結動員大會講話：

《天津日報》是我們的核心產品，是我們的旗艦，是我們的旗幟。

我們天津日報的屬性是市委機關報。這張報紙如果做不好，我們

對上沒法交待，對集團沒法交待。我們要講命脈，講生命線，無

論是從政治上講還是從經濟上講，無論是站在讀者的角度講，還

是站在市委的角度講，做好日報是我們第一件大事。辦不好日

報，市委是不會答應的」（張建星，2005。〈事業是怎樣做大的：煉

曲2004〉）。

政治優勢是集團最大的優勢，用張建星的話說，「黨報要充分利用

自己的政治資源、政策資源和壟斷資源，並運用到市場上」 (徐勝，

2003：10–13) 。

2000年9月，天津市委書記張立昌到天津日報社檢查工作，提出

建立一批天津日報報亭刊，以擴大黨報發行、佔領文化宣傳陣地。

2001年10月，首批天津日報新報亭正式運營。2002年1月，550座新

報亭矗立街頭。張建星（2005）說：

我們本著擴大機關報發行的目的，向市委爭取了550個報亭。把

點位拿下之後，在報紙上公開登報拍賣經營權，每個報亭3萬元，

550個報亭1500多萬，又與三家上市公司融資5500萬，賣給他們

49%的股份，我們佔51%。這件事納入天津市20件實事，是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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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我們不但圈來了錢，而且控制了天津70%的發行市場，安

置了1300多名下崗職工（〈資訊全球化下的傳媒業〉）。

這受到了李長春、劉雲山、李嵐清等中央領導的充分肯定。

為進一步擴大《天津日報》的覆蓋面和影響力，及時把中央和市委

的聲音傳達到基層，2008年1月，市委宣傳部撥出專款，為天津市部

分基層黨組織和計程車行業免費贈閱2008年度《天津日報》。18 從2008

年1月1日起，首批5,000餘份《人民日報》、《天津日報》陸續免費訂到

南開大學、天津大學等高校學生公寓（汪偉，2008）。2004年，中宣部

指定天津市為《人民日報》自主發行試點城市，交由天津日報旗下的每

日新傳媒公司代理。經過動員，最終使2005年《人民日報》的發行量比

上年提高21%（冷梅，2006a：25；冷梅，2006b：20–23）。

2006年4月19日，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在天津日報紅旗路發行站視

察時強調：

存量靠動員，增量靠市場，黨報在穩定基礎上逐漸有所增長。天

津日報把全市絕大多數的售報亭掌控並連鎖經營起來了，走出了

一條黨報發行改革的新路（王利明、周志懿，2006：4）。

2006年9月，中宣部在天津召開了「天津日報報業集團暨黨報發行

體制改革研討會」，總結天津日報的經驗（鄧應華，2006：7、8、21）。

《天津日報》編委劉金泉用「守紀律、放開幹、上品位、有讀者」，

概括辦「都市新聞」版的指導思想。他說，前兩條的順序不能顛倒，要

「先安閘後跑車」，才能保持導向正確。從「有用」入手，新聞才能上品

位。「好看」和「有用」衝突時，「好看」服從「有用」（侯兵，1999：16）。

把「有讀者」只排在最後一位，這大概也代表了部分媒體人的心態。

結束語

對於中國媒體的研究過多地強調政治控制，雖然有文獻探討了市

場化轉型，本文則將兩者結合起來，並以「政治─市場」的結構化視角

討論。幾種「政治控制─市場競爭」的不同組合的劃分及因果關係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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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導也是從傳播政治經濟角度進行的新的發掘。另外，現有的文獻

過多地關注中央黨報，且停留在「喉舌論」、「槍彈論」的古舊思維，無

視中央黨報以下地方黨報在層次和形態上的多元化，也低估了地方黨

報從業人員（編輯記者和管理層）「在針尖上跳舞」的智慧，以及民眾對

新聞報道的自主判斷。

如前所述，本文的因果關係機制為：（1）政治控制的程度與市場競

爭的程度，構成了「政治控制─市場競爭」的結構組合。政治控制可以

分解為：財政供養依賴度、黨委任命人員比、宣傳限制規定數、轉載

通稿比、批評報道數。市場競爭可以分解為：本地報業集團、出版報

紙、電視頻道、廣播電台、門戶網站等的數量。（2）不同的「政治控制

─市場競爭」的結構組合，導致黨報影響力的差異（因果關係）。廣東可

歸為「政治控制弱─市場競爭強」、上海可歸為「政治控制強─市場競爭

強」、天津可歸為「政治控制強─市場競爭弱」。

嚴格意義上說，中國的報業發展大環境都是強政治控制，只是相

對來說，廣東的政治控制強度要比其他地方低些。烏坎事件 19 的妥善

解決更證實了廣東的政治空間比其他地方大得多。上海的市場競爭程

度跟廣東比不差（特別是財經媒體很發達），但政治控制相對比較強。

一方面是因為1990年以來的若干政治局大員均出自上海，對上海的干

涉力度加大；也與文革時期解放日報、文匯報「大鳴大放」引起高層重

視有關（不能讓類似事件再發）。廣東作為當代中國媒體最發達的地

區，已得到公認。至於說市場競爭，廣東、上海絕對比天津競爭激烈

得多。三十年來，廣東、上海、天津三地媒體的變化並未突破筆者對

他們的「政治控制─市場競爭」的結構評價，恰恰說明這種結構特徵比

較穩定。

從地域上看，廣東的黨報改革的步伐比其他地方大些，影響力更

大。從行政層級上看，地市級黨報的比省級黨報的自由度大些，市場

化的程度更高些。廣東黨報比上海和天津的黨報要更有全國性影響，

既體現在思想解放運動中，也體現在廣東有更多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大

報。黨報是黨報集團的母報，也是黨報集團賴以生存的政治資本，不

同的黨報集團深深地打上了母報的烙印，子報的人才也多來自母報，

子報的成功與否與母報息息相關。組成報業集團和發展系列子報是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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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在市場化下的應對之策。子報的成功與否反映了母報人員的經營能

力和採編水準。

報人吃透政策、打擦邊球確實沒錯，但是，不得不說，即便如

此，只有廣東的媒體人更願意打擦邊球，其他地方的媒體多數連擦邊

球都不願意打：比如，薊縣大火後，天津被批為「沒有新聞的城市」。20

連外國領導人都知道，中國最敢言的媒體是南方週末和南方都市報，

但是它們不可能不受廣東地方宣傳部門的管轄。宣傳部門和母報會「縱

容」子報頻繁製造麻煩嗎？深圳特區三十年時，南方日報公然挑戰光明

日報的評論，這也不是其他黨報能做到的。

大部分黨報仍然須要依賴財政供養。廣告額越多的報紙，對財政

供養的依賴程度越低。《廣州日報》的廣告額多年位居全國第一。其他

三家省級黨報的廣告額在各自所在城市居於第二梯隊。「從業人員由地

方黨委任命」的情況沒有太大差別。同樣面對中宣部的控制，《南方日

報》、《廣州日報》更懂得如何帶著鐐銬跳舞，比較敢當「出頭鳥」。上

海、天津的黨報比較跟著《人民日報》走，直接轉載的和相似稿的比例

很高。不過，廣東的三家黨報比較善於在頭版做文章，貼合普通百姓

生活，抓新聞眼，讓時政新聞成為報紙的賣點之一。《南方日報》頭版

每月都有批評報道。

在廣州本地，就有三家報業集團，個個都是中國報業的旗艦。論

電視媒體，尤其是財經媒體，上海有些優勢，對《解放日報》也是個衝

擊。網路媒體方面，廣東的網易、騰訊等的知名度遠遠高於上海、天

津的網媒。在競爭這麼激烈的廣東，黨報不僅生存下來，而且能夠居

於優勢，這不能不說是個成就。

大部分黨報未能市場化，但是廣東的黨報尤其是廣州日報實現了

市場化。廣東黨報的發行量和市場佔有率的數值都很高。《南方日報》

也需要行政訂閱。但是，《廣州日報》已經主要依賴自費訂閱了。《解放

日報》則只有極少的私人訂閱和零售。《解放日報》、《深圳特區報》推動

了「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南方日報》推動了「第三次思想解放運

動」。廣東、上海的黨報受到表揚，是中央領導要他們做「改革開放的

視窗」。《天津日報》受到中宣部表揚，是因為動用行政權力擴大發行。

中國共產黨執政六十餘年，組織和思想兩大「武器」一直是重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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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從思想武器的角度，宣傳特別是輿論引導和合法性的建構與不斷

給出「與時俱進」的論證必不可少。黨報對此有責無旁貸的責任。黨報

雖然都姓黨，但是黨報從業者的思維和運作模式卻各有不同，在給定

的框架內，即便是同一個命題作文，也有不同的寫法。中國經濟改革

的成就，其一即源於在地方政府官員在晉升激勵下，相互之間進行政

績競賽。在媒體改革上，此一特徵也漸露端倪。廣東在改革開放以來

一直走在前列，固然與功勳人物關照和國家特殊優惠政策有關，但是

如果這種先行優勢保持數十年，恐怕不能都歸結於特殊關照，尤其不

能歸結為個別領導人的思想開放，所以，「因人成事」有可能，但是「人

亡政息」恐怕不恰當。制度有內生性，意味著制度一旦產生，便可以自

我維持、自我實施，並不斷再生產出來。制度還有對於環境連續性變

化和微小動盪的剛性，也就是制度的慣性，表現為歷史的和人為的路

徑依賴（青木昌彥，2001）。從這個角度說，廣東的道路已經「開弓沒有

回頭箭」。

市場化的大潮雖然波及到了傳媒行業，但作為意識形態關鍵領域

的黨報，其受到的政治控制始終沒有減弱。黨報的性質決定了它永遠

不可能真正市場化，改革是有限度的。在報業集團內部，作為子報的

都市報可以偶爾「打擦邊球」，或者完全走盈利路線，但是作為母報的

黨報永遠要「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否則報社負責人就要寫檢查乃至

撤職。黨報的發行，仍然大部分依賴行政訂閱，而且被作為地方政府

的政治任務貫徹下去，有一套獎懲機制。《廣州日報》高比例的零售份

額只是特例，大部分地方黨報仍然主要依賴機關單位公款訂閱的狀態。

政治控制是中國媒體的大背景，但是市場化的潮流下，媒體越來

越發達，報紙種類越來越多，廣告量和發行量的競爭作為市場競爭的

表現，不可避免地衝擊黨報的運營。所以，即便再強的政治控制，也

無法強迫財政供養的公營部門之外的單位、個人購買黨報。宣傳部門

既要「馬兒跑」（宣傳公關），又要「馬兒不吃草」（自負盈虧），就不得不

容忍甚至鼓勵傳媒另辟生財之道（陳懷林，1999）。「增量改革」這條路

線，已被奉為改革聖經，在傳媒領域更是如此。黨報不能動，可以在

黨報之外，另設新報刊。子報養母報，母報保護子報，是大部分報業

集團的共性。但是，「市場化媒體進程一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就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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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緩緩冒出來兩個精靈，一個是新聞自由，一個是公民社會」（笑

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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