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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搭桥之作                         刘诚中    2005年6月上旬，乙酉端午前夕。
苏荣才先生从深圳给我发来电子邮件，谈到他终于完成了30多万字的《对话美国报业总裁》一书的写
作。
在新书付梓之际，荣才先生邀我为他的作品写几句话，我欣然应允。
        一年前，我接到荣才从纽约打来的电话。
此前，我们并不相识，这次通话是我们之间的第一次接触。
荣才在电话中告诉我，他是中国大陆《深圳特区报》的一名在职记者，此次受深圳市政府及报社委派
来美深造，他的研究主题是美国报业(媒体)集团的发展和管理，希望能到我服务的奈特一里德公
司(Knight Rid—der)总部所在的“硅谷”圣何西(中国大陆译作“圣何塞”——本书作者注)，作面对面
交谈。
虽然是首次接触，且隔着电话，但我们相谈甚欢，第一次通话就聊了约20分钟，最后，我们约好了见
面的时间和地点。
    2004年7月19日，荣才来到圣何西。
我们尽兴而谈，荣才给我带来了中国大陆报纸及传媒产业的最新资讯；而我也以海外华人的眼光，介
绍了美国媒体的历史、现况及未来前景的看法。
我在美国传媒业服务了近27年，这是第一次接受来自中国的记者的采访。
我注意到，在荣才的这本新作里，我所谈的情况及观点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反映。
这里我就不作赘述了。
    美国报业和媒体产业非常发达，经过许多年的发展、整合，美国媒体集团企业的运营管理自有一套
，各家集团公司的历史背景和企业文化大异其趣，运营模式、管理理念也各有特色。
现在，通过这本书，中国的读者可以试着了解到：在美国，媒体到底是如何运营的，占了什么样的地
位?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如何?媒体是如何保持中立，达到“为民喉舌”的功能的?同时，媒体企业是如何
提高其价值，提高企业竞争力，与其他媒体展开竞争的?荣才的新作对这些问题均有所涉猎。
        在美国社会中，一般人都认为其政治制度的三权分立是其成功之道，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互相
制衡，以达到政治的功效；与此同时，媒体的力量被公认为国家和社会的“第四大势力”。
媒体的最大功能是督查社会上不法之事，无论是政界、商界、学术界等界别和领域，凡有不平之事、
非法之举、肮脏的交易，美国媒体总以揭发、曝光为己任。
这种监督功能，使得美国三权分立之政治制度得以顺利运作。
    荣才先生这本书以采访的方式，实地访问了关国10多家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媒体集团，更与各集团
最高层的管理者会谈，将访问结果通过最精彩的写作形式带给读者，让各位由这本书得以窥视美国主
流媒体的各种经营策略、作业模式与发展方向。
我希望广大读者经由这种初步的了解作进一步的思考：美国媒体的管理、运营和发展模式是否能够在
中国推行?如果行的话，如何着手?如果不能在中国全盘实行的话，是否可以取其精华部分在中国的媒
体中逐步实行，例如：新闻报道与社论完全分开的做法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媒体?另外，网际网路的媒体
在美国如火如荼地发展了几年，但仍处在初生期，中国的上网人口正迅猛增加，传统的媒体应如何利
用此种新兴媒体来推广给新的读者等等，都是中国媒体界同行需要考虑的问题。
    荣才先生于短短一年的时间，在美国采访到大量生动的第一手素材，并收集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回
国后又将其中精华部分集成此书。
这本书不但可读性、趣味性强，具有很高的借鉴、参考价值，而且容易激发读者的思考力。
我希望这本书对中国的社会及传媒界能产生深远的正面影响。
在此，我预祝本书的成功。
    2005年6月于美国圣何西    (作者系美国奈特一里德公司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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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美国，报业到底是如何运营的?媒体占了什么样的地位，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如何?媒体是如何保
持其中立性的，达到“为民喉舌”的功能的?同时，媒体企业是如何提高其价值，提高企业竞争力，与
其他媒体展开竞争的?这些你想知道吗？
本书作者苏荣才的新作将帮你一一解答。
本书不仅反映了美国报业的运营情况，而且展现了美国媒体产业最新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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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荣才,1971年生，安徽巢湖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现为《深圳特区报》首席记者。
从业十余年，两次获得“中国新闻奖”，三获“广东新闻奖”(两次为一等奖)，1999—2002年连续四
年获“深圳新闻奖”一等奖。
深圳市第二、第三届宣传文化精品奖得主。

　　2003年11月，受深圳市政府和深圳报业集团委派，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学习进修
。
在美一年问，实地考察了全美各地15家著名媒体(报业)集团，与一批传媒大亨、报坛巨子及媒体行业
高级经理人促膝交谈，获益良多，于是撰成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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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女强人"执掌“报业豪门”        2004年底至2005年初，有关纽约时报公司(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的新闻接踵而至。
    作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纽约时报》受人关注和议论并不奇怪，但它的母公司——
纽约时报公司有所不同。
这个2004年度销售额超过33亿美元、集尊贵和财势于一身的报业巨头，长期隐身幕后，不动声色，被
世人称为行事低调的超级“报业豪门”。
所以，纽约时报公司在短时间内的高频率“抛头露面”就显得不同寻常。
    先是公司最高层管理人员变更的消息。
    2004年12月27日，时报公司宣布：詹妮特·罗宾逊(Janet Robinson)接替罗梭·路易斯，正式担任纽约
时报公司总裁兼CEO。
    虽然人称“小苏兹伯格”的阿瑟·苏兹伯格仍然担任着纽约时报公司的董事长兼《纽约时报》发行
人，但54岁的女强人罗宾逊的跃升，标志着一个半世纪以来，几乎由男权垄断高层管理岗位的“报业
豪门”自此进入了女强人管家的时代。
    与苏兹伯格家族没有任何关系的罗宾逊，原来是一个公立学校的教师，在美国的两个州教了15年的
书。
1983年，她加入时报总公司所属的《网球》、《高尔夫文摘》杂志，负责广告经营。
后来，罗宾逊转入时报公司所属的妇女杂志集团，继续分管广告及市场拓展业务。
1994年，时报公司卖掉妇女杂志业务后，罗宾逊非但未受影响，反而时来运转，任《纽约时报》分管
广告业务的副总裁。
在这一位置上，罗宾逊大刀阔斧，对时报的广告作业流程和运行模式进行重整和改革，提高服务质量
，取得成效。
两年之后，即1996年9月，她被任命为《纽约时报》社总裁兼总经理。
在此位置上，罗宾逊与时代公司的董事长兼CEO安·摩尔女士(Ann Moore)、赫斯特杂志集团的总裁
凯瑟琳·布兰克女士(Cathleen B1ack)．被外界并称为纽约出版界的“巾帼三杰”，也是美国商界最有
权势的一批女人。
    美国报界的分析家认为，罗宾逊之所以最终被擢升为时报总公司CEO兼总裁，与她出身广告系统，
坚定地支持和执行时报“全国扩张”战略，并取得显著成效有着直接关系。
有关时报的“全国扩张”战略和罗宾逊的发展思路，我将在本章的后面予以介绍。
    与时报公司有关的另一条消息，出现在罗宾逊登上大位之后的第20天。
    2005年1月17日，美国《商业周刊》发表了题为《纽约时报的未来》的封面报道，小苏兹伯格的头像
占了同期杂志的封面。
作为美国新闻性最强的财经刊物，《商业周刊》一向以敏锐地捕捉全球工商财经领域的最新热点话题
见长，此次将目光聚焦于许多人已失去兴味的“夕阳’’产业——报业，并对一家举世闻名的“报业
豪门”进行深度剖析，实属罕见。
从文章字里行间透露的信息来看，苏兹伯格对此次报道极为配合，他本人也接受了记者长时间的采访
。
    《商业周刊》的文章说，从1896年以来，尽管《纽约时报》在奥克斯一苏兹伯格家族几代传人的掌
管下走过了战争、衰退和罢工，走过了数不清的家族危机，然而，进入新世纪后，由于越来越差的盈
利状况、不断变化的媒体世界和丑闻冲击波的影响，时报公司近几年问题重重。
除了黑人记者杰森·布莱尔新闻造假事件外，时报公司的财务业绩也乏善可陈。
2002年中期，时报公司的股价是53．3美兀，而2005年初只有40美元，比高峰时期下降了25％。
摩根斯坦利一位负责出版业的高级分析师说，“这个数字接近深渊。
”另外，在整个2004年11月份，时报的广告收入仅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3％。
而根据有关数据，2004年前9个月美国全国的广告收入增长了9．7％，行业内地方报纸的广告开支增长
了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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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是报纸的吸引力在下降，读者在流失，广告商见异思迁；另一方面，新闻纸的价格在上升，
员工的福利和保险费用在上升，采编费用在上升，尤其是《纽约时报》，一年的采编费用超过3亿美
元，是全球所有报纸中开支最高的。
这一切使得苏兹伯格面临着比他20世纪90年代中期接管时报公司时更大的挑战。
    文章问道：在确保新闻居于时报首要地位的同时，苏兹伯格能找到一条让时报公司重新增长的道路
吗?他能重新点燃时报的生命之火，保持其独一无二的地位?这个答案不仅预示了美国最有地位的报纸
的未来命运，同时也决定着传统的、信息密集型新闻在数字时代能否依旧处于核心地位。
    《商业周刊》封面报道推出后，如石击水，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人们对《纽约时报》及其母公司今
后发展路向的关注，对传统报业公司命运的忧虑和思考。
    或者是巧合，就在人们议论纷纷之际，2005年2月17日，时报公司宣布：以4.1亿美元的价格从一个名
叫Primedia的杂志出版公司手中买下以提供消费信息而知名的About.com网站。
消息传出，美国报界、IT产业界人士一片惊哗。
    时报公司此次出手，是一个半世纪以来该公司的第二大笔收购案，仅次于1993年时报公司斥资11亿
美元购入《波士顿环球报》。
    P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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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记者10多年了，一手码出来的大小文章、长短报道少说也有一两百万字，可写得最苦的却是这本东
西。
从创意构思、环美采访到撰文成书，历时一年又半载，期间常有苦不堪言的感觉。
还好，如今一切都已过去。
    写一本反映美国报业(媒体)集团运营管理现状的册子，是我2003年11月到美国之初就有的想法。
其时，中国国内的报业管理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集团化经营成为热门话题，但报业集团到底应怎样
发展，如何运营、管理，众说纷纭。
我当时就想：何不利用到美国学习进修的机会，实地走访若干家报业(媒体)集团，把了解到的第一手
情况告诉国内的同行?    初到异国，人地两疏。
应该采访哪些人、如何联系上这些人、人家会不会接待我、问哪些问题才能打动对方，等等，我心中
没底。
凭着在国内当记者攒下的功夫，我一点一滴累积资料信息，从一个个细小处打开缺口，先后向全美各
地发出了一两百封联系采访的电子邮件，最终叩开了一家又一家报业公司、媒体集团的大门，从而打
开了美国报业和传媒产业的全景画卷。
    本书的写作过程并不轻松，原因有二：第一，这是一本采访调查报告，内容必须忠实于事实，容不
得想象和编造，为此，在写作过程中，我要不断地翻阅资料，查找数据，核对笔记，花费了不少时间
和精力。
第二，这本书所涉及的大量内容，实际上超出了我的专业范围。
在美国，采访、写作和编辑，属于新闻(Journalism)的范畴，是记者、编辑的话儿。
而报纸的经营和管理，属于商业(Business)领域，是生意人的事情。
至于你怎么样发布新闻、如何才能取得最好的宣传效果、如何与媒体沟通，那是传播
学(Communication)研究的对象。
三者分得很清楚，就是在大学里，它们也分别是新闻学院、商学院和传播学院教授的内容，不像我国
的大学由新闻学院一锅端。
虽说我是吃报纸这碗饭的，算作新闻圈中人，但要探究报业的运营管理，讲清楚里面的门道，则心有
余而力不足。
所以，如果本书有一些浅薄、错漏的地方，有一些其应该讲透但没有讲透的话题，那么，就请读者诸
君海涵了。
    完成这本书的采访和写作，离不开许多领导、同事、朋友和亲人的关心和支持。
每念及此，我的内心就充满感激之情。
    我要感谢深圳市委、市政府和深圳市委组织部、深圳报业集团的领导为我提供了出国进修的难得机
会。
报业集团领导十分关心、重视员工出国进修工作。
黄扬略社长百忙之中欣然为本书作序，令拙作增辉，给我以莫大的鼓舞。
同事辜晓进、唐亚明等作为先期出国学习的同仁，为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心得。
曹红、李文英等同事为本书图片的拍摄、资料的扫瞄做了许多工作。
南方日报出版社特聘编辑赵泓先生、编辑何蕴琪小姐不仅精心编辑，而且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有益的
指导意见。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在本书的采访和写作期间，我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Evan Cornog，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
院教授Joseph Turow。
纽约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Brian Cogan，加州州立大学弗洛顿分校新闻学教授Jeffrey Brody，纽约市
立大学史坦顿岛学院社会学系主任陈社英教授和新闻传播学教授Fred Kaufman、Mika Emori，美国报业
协会Paul Yachnes先生，CCTV驻联合国总部记者屈小平先生等人的热情帮助。
我所采访到的15家报业公司、媒体集团的负责人和有关人士给了我难以尽述的支持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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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第二大报业集团奈特一里德公司华人副总裁刘诚中先生不仅接受了我的采访，而且为本书作序，
我内心不胜感激。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潘未末女士，没有她的支持和协作，就不可能有此拙作。
        丑媳妇就要见公婆了。
本书问世之际，我没有原先想象的那样激动，相反多了些许不安：这本书能让读者您满意吗?能给您带
来什么启发和新的东西吗?我期待着与您交流。
    苏荣才    2005年7月28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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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此书不仅反映了美国报业的运营情况，而且展现了美国媒体产业最新发展态势。
该书以一家报业集团作为一个章节，在写每一家公司的时候，又注意突出重点。
比如，甘乃特公司侧重公司组织架构、分片管理模式；奈特一里德公司则详细展示了美国大型报业集
团内部权力分配模式；而论坛公司、媒体将军公司则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美国报业集团推进“报台网
”多种媒体融合的发展战略等。
    ——黄扬略，深圳报业集团党组书记、社长    通过这本书，中国的读者可以试着了解到：在美国，
媒体到底是如何运营的，占了什么样的地位?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如何?媒体是如何保持其中立性的，达
到“为民喉舌”的功能的?同时，媒体企业是如何提高其价值，提高企业竞争力，与其他媒体展开竞争
的?荣才的新作对这些问题均有所涉猎。
    ——刘诚中，美国奈特一里德公司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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