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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共上海市委批准、經合併解放日報報業

集團和文匯新民報業集團兩家而成的上海報業

集團，於 2013 年 10 月 28 日低調而迅速地掛

牌成立。有評論說此舉「震驚而不意外」，有

人認為這是「重塑主流媒體影響力」之舉，還

有人說這是「關乎中國傳媒業全域的一次破題

嘗試 1」。一系列跡象顯示，「掛牌」只是上海

報業重組的開端，不久新集團宣佈自 2014 年

1月 1日停辦旗下《新聞晚報》。上海報業調改

過程至今尚未落定，其未來走勢和結局也值得

靜觀。總體而言，上海報業集團改組事件宣示

了一種決心，開出了一張藥方，也亮出了若干

難解未解的問題。

新報團重組的關鍵

首先，這次動作是上海市委決心重整重振

上海報業之舉，是黨委管媒體行業的具體實

例。在內地，地方黨委主導當地傳媒集團的成

立或改組，並不令人驚奇。問題是為什麼上海

市委現在要插手干預，究竟什麼引起市委領導

的關注和行動呢？此次重組之前一年間，上海

市有關領導曾多次到上海文宣部門和傳媒機構

調研座談，想必那時就積鬱起對上海報紙行業

及整體表現的不滿。這次重組揭出的謎底是：

行業架構是首當其衝的調整物件。

上海原有的兩家報業集團—「文匯新民」

和「解放日報」，分別成立於 1998 年和 2000

年，分別被研究者歸納為「兄弟型」和「父子

型」組合。它們誕生之時給外界的印象是，上

海鼓勵報業行內的積極競爭。此次重組否定了

這一安排，或者說乾脆拿掉了這層表面形式；

改原來的「雙峰並立」格局為「一個屋頂三根

立柱」的架構，即上海報團下轄《解放日報》、

《文匯報》和《新民晚報》三個獨立法人報

社。回往歷史，上海本地報業的競爭始終不真

實充分，雖然過去有兩個報團，但是作為黨報

的《解放日報》、面向知識文化界的《文匯報》

以及海派風格的《新民晚報》從來是各擅其場

互不妨礙。所以，這次重組對三大報紙的既有

定位、風格和受眾面向，並無根本影響，也不

關涉意識形態導向，因為原來的兩家報團三大

報紙在這方面沒有問題。新報團重組的關鍵是

取消了原來的門戶分立形式，抹掉了原有的競

爭幻像，進一步強化党管媒體的一以貫之的做

派。原來市委宣傳部分別管理兩家報業集團，

現在的上海報業集團作為一種「仲介」或「代

理」，充當不掛牌子的「報刊局」，把上海三大

報社直接統領起來。

大都市內的單一報團即實際掌控了整個行

業，報業集團總負責人其實就是「行業總

監」。上海報業集團現行模式基本上是內地傳

媒界若干年前一度推行過的「行業集團行使管

局職能」的模式，本質上並非「制度創新」。據

報章介紹，上海報團的職能將側重在宏觀統籌

協調三大報社的資源經營、資本運行、資助分

配，平臺保障、新媒體推進等方面。顯然，上

海重振本地報業活力，首先從集中和強化行業

行政管理和操控入手，由此見出上海市委及主

要領導的意圖和決心。

財力支援和拓展方向

其次，上海市委在重組報團的同時，開出

了一張藥方，其內容包括財力支援和拓展方向

兩點側重。在支持資金上，上海市財政將每年

分別給《解放日報》和《文匯報》5000 萬元撥

款，承諾認購解放日報社新推出的網上收費新

聞服務APP「上海觀察」10萬份；將通過上海

市宣傳文化產業扶持基金對上海報業集團的新

媒體拓展專案給予大力支持。在報業發展方向

上，大力開拓新媒體產業和業務成為重中之

重。上海報業集團在成立儀式上，與百度公司

簽署協議共組團隊聯手運營百度新聞「上海頻

道」，以及未來在上海新聞搜尋引擎、媒資購

解析上海報業集團重組舉措的意

1 參見「深化報業改革的上海破題—傳媒學者談上海報業集團成立的意義和啟示」，載《新聞記者》雜誌，2013年第12期。

2 郭全中，「2013年中國報業盤點」，載人民網-傳媒頻道，2013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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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雲服務資源、輿情監測、手機閱讀等七個

方面展開戰略合作 2。

上海報業拓展互聯網媒體運行的具體方案

是：財政撥款／專項資金＋自辦網上收費精品

服務＋攜手實力派網路商業公司雙贏的組合

拳。這三條路內地主流媒體機構在過去十餘年

都分別嘗試過，總體效果平平。此次疊加使用

會否產生奇效，還需要觀察。上海三大報社目

前雖然影響力和閱讀者數量下滑，但它們的財

務和多產業運行狀況並非惡劣，市財政每年的

撥款當然不是吃飯錢，而是新媒體發展資金。

上海宣傳文化基金的定向支持也屬此類。然

而，與百度公司的戰略合作簽約又由集團統一

代表，這種資金的落點和高端的協作各走各路

的離散式安排，究竟妙在何處呢？為什麼不由

新集團統一規劃、資金、合作和落實等諸環

節？

提供網上收費新聞服務是近年新聞媒體網

路運行的方式之一，若干國際著名大報在這方

面已有相當成功的表現。不過，「上海觀察」

欲走此路有兩個難點，一是它的服務品質能否

有付費號召力。新創辦的「上海觀察」並無服

務口碑積累，借助《解放日報》旗號可以快速

出名，但同時帶入的刻板形象又難免偏窄單

一。另一難點是市委的認購大單既是支持也是

負擔。《解放日報》是上海財政保障的少數時

政報紙之一，如果「上海觀察」與《解放日

報》差距過大，黨委能否接受，會否生出「意

識形態」問題？如果兩者差別不大，線民又為

什麼非要付費來看它呢？此外，主流傳媒與商

業網絡公司的合作也存在多種價值、取向和利

益追求的不協調，磨合需要時間和意願。總

之，上海出臺的「應對之策」有許多含糊和不

確定。

第三，行業內長期存在的一些矛盾關係依

然沒有解決。新集團削減報紙，集中管控，加

大補貼，弱化競爭，對提高新聞服務品質和改

進傳播並無直接關係，對行業深層體制關係矛

盾和糾結狀態仍未觸及和改變。現在，集團和

下屬報社雖然都是獨立法人，但並沒有明確各

自身份是事業機構還是商業企業。這點含混不

僅影響報社各自的行為和活動，也直接關乎集

團和下屬報社的基本經濟關係。企業要贏利，

事業要投入。集團和報社顯然是上下級關係，

但前者對後者的管理究竟是管編輯方針，還是

管經濟運行？上海的報社—在中國特色環境條

件下，究竟是不是自立、自理、自主和自尊的

獨立機構？據報章披露，雖然上海各方對此次

報業改組高度關注 3，但重組並沒有提供新的

清晰的關係框架，所用模版還是舊套，而且重

要問題多有遮掩回避。

忽略專業質素提升

十幾年前，上海推出同城分立的兩個廣電

集團和兩個報業集團，一時擺開鼓勵競爭的架

勢，吸引了廣泛的注意力。如今，上海廣電集

團早已先行合一，上海報團重組的新鮮感亦不

多。十餘年時光過去，一切似乎繞回原來的起

點，不免引人猜測：這到底是某種螺旋式的攀

升，還是原地踏步徘徊不前？上海始終是觀察

中國傳媒業的一個獨特視窗，上海報業未來的

變化仍值得繼續跟進。

最後，除了稍提冗員的分流安置外，重組

方案完全沒提未來進軍新媒體傳播場域的新聞

從業者的專業精神培育和專業質素提升等重要

問題。也許主事者根本不意識其重要性？事實

上，沒有新聞從業群體的專業態度、日常盡責

和積極的創造力來推動和支撐，任何改革難以

成功，再大的資金補貼，也難產生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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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俞振偉，「上海新一輪報業改革出手快動作大看點多」，載一財網，2013年1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