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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台湾传媒》对台湾报纸、杂志、出版、广播、电视、广告、新闻传播教育的转型、变革和
发展水平，作一个系统的梳理，为读者提供基本情况，尽可能做到资料翔实，纲目分明、门类清晰。
各种媒体各为一章。
　　第一章叙述台湾光复后的台湾报业的重建、当局对新闻的钳制，实行“报禁”；60年代台湾公营
、民营报业，因经济起飞，包括《中国时报》、《联合报》及晚报、地方报纸等都得到较大幅度的成
长。
70年代初步形成《中国时报》、《联合报》两大家族报团，公民营报纸各具特色，经济专业报纸在台
湾经济发展过程发挥了导引、智库、监督的功能。
1988年元月解除报禁，台湾报纸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财团、港资进驻报业，形成了《联合报》、《
中国时报》、《自由时报》、《苹果日报》报团四雄割据局面。
为了争夺广告市场，大报、地方报增张、改版，加强地方新闻、生活休闲的资讯。
报业走向网际网络化、数字化。
作为主流媒体的《联合报》成为华文最大的报团；《中国时报》报团跨媒体跨行业经营，在台湾经济
建设、推动两岸新闻合作交流中，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然而，各报各拥其主，各有财经、政治背景作为依托，各执不同甚至对立的立场。
进入21世纪，随着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替代国民党执政，报业往往成为固守或攻略政权的媒体。
　　第二章叙述台湾期刊业的发展。
台湾光复后，期刊从盛极一时，而因“2·28事件”，不少杂志发行人、记者被抓捕、杀害，受到重挫
。
50年代党外人士办起杂志，抒发理想。
60年代杂志出版繁多，专业化、分众化。
七八十年代专业杂志崛起，因应经济自由化、国际化，对科技、资讯和各族群需要，经济类、科技类
、女性类杂志大为风行。
进入21世纪，杂志市场激烈竞争和外资、港资引进：杂志趋向集团化、国际化，形成家庭电脑、财讯
、商周、天下、时报、尖端、经典、美人、一手车等10大杂志集团。
和记黄埔凭借庞大资金和丰富的管理经验、市场触角，并购台湾城邦等杂志集团，成为世界最大的华
文出版集团。
　　第三章记述台湾出版业的历史和现状，介绍出版业企业化、集团化情况。
进入21世纪，今湾出版业的行销求新求变，合纵连横；出版业向数字化发展。
　　第四章阐述台湾广播事业的重建，50年代台湾当局建构对大陆宣传的防卫网，大力支持公营、军
方的广播网，有限度地释放频率给民间兴办广播电台。
六七十年代台湾广播进入调频、专业化时代。
公营、军营广播凭借着资源、财力有当局补助，以及技术、人才优势，广告收入远超过民营广播电台
。
1993年开放广播频率供民间兴办新电台，台湾广播版图重组。
因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公民营广播事业都面临转型，新兴电台为了争夺有限的广播市场，中小功率电
台明确专业、特定受众群体，以及区域性电台的定位，或者采取联播联营方式，争得有限生存空间。
弱势族群客家人、原住民也建立自己的广播电台。
台湾广播产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广播科技走向现代化、网络化、数字化。
　　第五章阐述台湾电视公司、“中国电视”公司、“中华电视台”的开创、彼此竞争，以及结构、
经营、政治角色转变的过程。
1993年，台湾当局开放有线电视、卫星电视，财团、外资介入或由媒体的扩张购并，形成五大电视媒
体集团。
各有其政经背景，靠着软硬件实力，各据一方地盘，分食庞大的广告市场。
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在争夺政权和夺取政权后，都十分重视建立自己电视媒体系统，推行“渐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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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台独”路线。
　　第六章叙述作为带动台湾媒体发展动力的台湾广告业的形成、发展，广告代理在台湾的制度化，
以及在台湾经济发展过程所发挥的作用。
随着台湾经济的自由化、国际化，世界广告商也介入台湾广告市场，并且以台湾作为跳板转进大陆庞
大的广告市场。
介绍台湾报业、杂志、广播、电视四大媒体广告成长、变化，以及四大媒体在总体广告中占据地位，
彼此消长的关系。
叙述台湾网络普及的现状，以及新兴广告媒体的前景。
　　第七章叙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经历奠基、成长、高度发展、转型和升级、全
面发展各个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媒体产业政策开放，新闻教育扩大规模，系所遽增，成立了10多个新闻传播学院、
资讯学院，多达100多个新闻传播系所；因应传播科技、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台湾新闻传
播教育为台湾传媒输送了数以万计的不同层次的适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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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飞宝，1940年5月生于厦门。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研究员。
1980年以来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后改为研究院)专职研究台湾新闻传播、电影、电视。
曾参与国家“七五”社科重点课题《台湾新闻事业史研究》，主持中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课题《
当代台湾电影电视剧研究》。
2004年11月应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邀请，赴台做《台湾经济专业媒体与台湾经济发展关系》的课题研
究。
合著出版《台湾新闻事业史》、《台湾电视发展史》；出版个人著作有《台湾电影史话》、《台湾电
影导演艺术》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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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台湾报业的发展第一节　台湾报业重建和复兴（1945-1959年）一、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
期的报业二、台湾报业迅速恢复和重建三、当局对新闻的钳制四、“报禁”与言论的控制五、官报和
党报的强势六、民营报业的困境与奋斗七、晚报的发展第二节　报业发展和起飞（1960-1969年）一、
报纸发行和广告快速的增长二、公、民营报纸的特色三、专业报纸在台湾特殊的地位四、党营、官方
报纸竞争压力五、《联合报》、《中国时报》的迅速发展六、自立、大华、民族3家晚报各自树立特
色第三节　报业拓展与革新（1970-1987年）一、70、80年代报业的拓展二、《联合报》、《中国时报
》家族报团双雄争夺报业市场三、国民党党报、军报四、经济专业报纸的功能五、影剧休闲专业报--
《民生报》六、地方报纸寻找新的生机七、晚报的衰落第四节　报业的商业自由竞争（1988-2000年）
一、报业的巨大变化二、台湾报业快速膨胀三、中时、联合、自由三大报团鼎立四、台湾报业的转型
与竞争五、增张改版和加强地方新闻第五节　21世纪初期的台湾报业（2000年至今）一、21世纪初期
的报纸产业二、报业集团鼎立，瓜分报业市场三、《联合报》成为以报业为核心全球最大的华文报业
集团四、《中国时报》建构一个以报业为核心的全方位复合型报业集团五、台湾《苹果日报》的创刊
，台湾报业进入四雄割据的局面第六节　《中国时报》、《联合报》的地位和影响一、《中国时报》
在台湾的地位和影响二、《联合报》在台湾的地位和影响第七节　政治新闻和报业立场色谱第八节　
报业的科技革命第九节　台湾报业的困境第二章　台湾杂志的发展第三章　台湾图书出版业历史与现
状第四章　台湾广播事业的发展第五章　台湾电视事业的发展第六章　台湾广告业第七章　台湾新闻
传播教育的发展参考书目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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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台湾报业的发展　　台湾光复后一段时间，报业无拘束地发展。
“2.28事件”后报业被整肃。
蒋介石政权迁台后，许多专业报人以及对新闻事业有高度兴趣的人士，因缘际会在台湾办起了新报，
为台湾报业带来了新的办报观念和办报手法，为台湾报业市场注入一股新气息，刺激了台湾报业的发
展。
这一时期，台湾出现地方性报纸、全省区报纸、专业性报纸和晚报。
“报禁”的实施及严苛的报业管制措施，执台湾牛耳的台湾党营官方报纸，在台湾报业市场占权威地
位，民营报业急起直追而受到严重的挑战，尤其是《联合报》、《征信新闻》的后势发展，标志着台
湾报业的蓬勃生机。
　　第一节　台湾报业重建和复兴（1945—1959年）　　一、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的报业　　日本
殖民统治台湾时期，殖民当局深怕新闻媒介成为宣传台湾民众运动和革命的工具，喚起民族意识，对
台湾言论自由和新闻事业严加管制，自始至终严禁台湾民众发行报刊。
对所发行的报刊内容只要不符合日本统治者的利益，即令停刊取缔禁止发行，甚至强迫报社解散。
1917年发布“台湾新闻纸令”，管制报纸发行范围、采取办报的许可制、采保证金制、新闻检查制、
发行人身份限制，警察可以直接干预新闻自由等。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的报业，可分为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初期、保守年代、勃兴时期、管制时期几个
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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