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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葛岩、吴予敏编著的《制度变迁视野里的报业市场格局》为2009年结项的广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基
地重大研究项目《9+2背景下报业市场组织的格局》(04JDXM86001)结项成果，系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
发展研究中心(广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代表性研究成果。
所收论文以紧密联系的章节编排，从①区域性报业市场格局，②报业跨地区经营，③域外报业集团化
的启示，④传播控制制度等角度，分析我国泛珠江三角洲地区(广东、福建、广西、云南、湖南、江西
、海南、四川)报业市场在1990年代到本世纪前十年的变化。
通过宏观叙述、量化研究、实地调研、案例研究等不同方法，集中分析了我国报业及其区域性竞争的
态势，集中探讨报业在发挥“喉舌”
功能、适应市场竞争和媒体生态竞争之间的博弈与策略。

《制度变迁视野里的报业市场格局》是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方面较早从区域性媒体竞争格局关系角度论
述媒体生态和经营发展战略的专著，对于认识我国特色的媒体发展(尤其是纸质媒体)具有较重要的参
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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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岩，西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文学学士（中国文学，1982），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文学硕
士（美术理论，1985），美国匹兹堡大学（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艺术及建筑历史系硕士（艺术考古
，MA，1989），博士（艺术考古，PHD，1997），信息科学及电讯工程系硕士（信息科学，MS
，1997）。
曾先后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Birmingham Museum of Art，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Boston College，Jupiter Media Metrix Inc，深圳大学传播系等机构。
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认知与决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媒体与设计学院新闻与传播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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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可能的选择　　首先讨论第一个问题，即经济效率问题。
从纯粹经济和全局的角度去看，行政权力与媒体的同构分布无疑是低效的资源分配方式，不利于报业
产出的最大化。
因为，市场需求与行政权力的分布并不一致，按照行政区域划分媒体资源是低效的分配方式。
当论及报业跨地区经营问题时，主张放宽管制的我国媒体研究者常常引用西方报业集团跨地经营的案
例，证明这是“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意在游说决策者。
但事实上，跨地区不是问题，报业跨地区才是问题。
虽然一些地方报纸或在竞争中消失，但中国报业的竞争整体实力会因降低行政壁垒而加强，甚至，使
业界和政府向往的中国报业全球竞争力不再那样虚渺。
从报业经济全局去看，松动跨地区经营限制是正面和积极的，甚至从地方经济去看也是如此。
因为，假定跨地区的报纸通常具有更好的市场表现，会导致一些当地报纸的收入减少乃至消失，但这
些跨地区报纸可通过赋税方式对当地做出补偿，并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
　　概言之，如果决策者从地方报业市场变化与地方经济的关系，地方报业市场变化与经济的关系着
眼，跨地区经营不应受到强大阻力。
经济效率问题不是一个真实问题。
　　真实的问题是行政权力与舆论引导的关系问题。
对此，中央和地方的收益一成本考虑或并不一致。
就政治利益而言，比之地方，出于对政权合法性的关注，中央应会更关注社会整体的和谐公平。
事实上，对于地方拖欠薪金、滥用行政或司法权力，或掠夺性征用土地行为，中央通常比地方表现出
更坚决的不容忍态度。
不过，当媒体报道涉及政治敏感且短期内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可能引起对于政府执政能力怀疑，甚
至激发群体事件时，宽容或触及底线②。
与之对照，地方政府会更多忧虑他地报纸在本地韵扩张。
这类扩张不但可能导致本地报纸失去市场份额，降低地方政府的舆论影响力量，还可能使地方政府面
对异地媒体监督，并被迫将地方问题放置在全国舆论关注之下。
因此，比之中央，地方或会更缺乏支持异地报纸在本地经营的动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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