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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媒體全球擴張面臨考驗
國國家中央媒體資金充裕、滿懷信心的

在全球大舉擴張，向世界傳播官方主導的新

聞；這一全球範圍內的媒體擴張是中國「走

出去」戰略的重要環節，也是這十年來中國

領導人力圖提升國家軟實力的重要國策組成

部分。雖然不少論者懷疑中共宣傳式新聞的

成效，然而，中國國家媒體強勢發展的影響

不能低估。在新聞資源比較貧乏的第三世界

國家，中國國家媒體更有可能成為主要的資

訊來源。相比之下，西方傳統媒體在本國和

國外衰退，一向為西方媒體主導的國際新聞

格局正出現大洗牌。大陸比較獨立的傳媒人

和機構要講真話和發展市場，正面對更艱巨

的挑戰。中國官媒向世界出發，能否在世界

級的專業平台上和外媒競爭，正有待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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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中國政府準備投資

450億元人民幣在海

外擴張國家媒體。官

方從來沒有證實這一

數字，然而也沒有予

以 否 認 。 不 過 ， 中

國 國 家 媒 體 的 擴 張

卻是不爭的事實。中央電視台之前已擁有英

語、法語、西班牙語頻道，去年又先後開通

了阿拉伯語和俄語頻道。今年一月，央視進

軍網路，開辦了中國網路電視台（CNTV），

集新聞、體育、娛樂和視頻點播於一體，是

中國首家獲頒網路電視牌照的媒體機構，設

有中、英、法、俄、西班牙語和阿拉伯語6個

頻道。沾央視的光，CNTV甫成立便獲得了今

年南非世界盃在中國大陸的網上和手機移動

等新媒體平台的獨家轉播權與2014年巴西世

界盃轉播權，以及在此前所有國際足聯主辦

的比賽。

　　國家媒體擴張的另一個重點戰略部署是

讓新華社從文字向電視發展，從後台的通訊

社走到台前，開辦了24小時滾動播放的「中

國新華新聞電視網」（CNC）（正式簡稱「中

中 國電視網」，凸顯了其官方地位）。中文台

「新華電視」在今年元旦日上星起播，並在

香港有線電視66台悄悄登場。半年後，英文

台CNC World  在7月1日高調推出，引起國

際矚目。新華社說，「中國電視網」面向海

外，目前覆蓋亞太和歐洲部分地區，將擴展

到全球近100個國家及地區，還將增加法語、

西班牙語、葡萄牙語、阿拉伯語、俄羅斯語

等語種的節目，逐步進入海外電視網路。新

華社還利用有線網路和手機平台傳播新聞簡

訊和新聞特寫，並在全球增設分社。

　　同時《人民日報》今年元旦起週一至週五

由20版擴至24版，下屬的《環球時報》推出

英文版，而《中國日報》則推出了美國版。今

年三月，《中國日報》在美國報紙設計專家顧

問的指導下改版，面貌煥

然一新。新華社的《國際先

驅導報》報導說，「媒體中

央軍集中發力、中國外宣

大提速。」

　　八月初，官方背景的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

金（China Media Capital），向梅鐸的新聞集團

買下其在中國大陸的三個電視頻道控制權。去

年成立的CMC，創始投資合夥人為直屬國務院

的國家開發銀行和上海東方傅媒集團有限公司

（SMG），基金首期募得了人民幣20億元，正

準備在國內外投資文化和媒體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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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媒體優勢

　　這些發展顯示，在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第

四個10年之際，國家資本主義體制延伸到了

傳媒領域，即國家媒體在市場和官僚階層中獲

得黨政部門安排的制高地位，一方面享有政策

上賦予的特權，同時又借助得黨政獨厚的資源

壟斷優勢，利用市場規律賺錢。國家媒體這種

優勢不但來自國家財政的支持，也包括覆蓋範

圍和訊息源。這對比較民間的媒體，或不那麼

「中央」的媒體，形成實力不平衡的競爭。在

這種媒體體制下，政府成為了國家媒體的財政

支持者、管理者和規範者。譬如得益於國家壟

斷的庇護，中央電視台獲得了全國電視廣告收

入三分之一份額。

　　在《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一書中，麻

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黃亞生認為中國大陸實際

上存在著兩個社會—一個私營的中國，一個

國營的中國。他認為上世紀八十年代，私營企

業蓬勃發展，但到了九十年代，以城市為基礎

的國營企業擴張，擠佔了規模較小、但富於活

力的私營小企業的空間。論者擔心，中國的傳

媒產業也出現了類似情況。中國國家媒體的

擴張正在擠佔沒有那麼「中央級」的媒體的生

存空間。商業門戶網站如新浪，網易，騰訊，

儘管面向市場，充滿活力，但不享有新聞採訪

權，只能各出奇謀曲線報導時政。去年在上海

一個媒體論壇上，資深傳媒人和前《南方都市

報》總編輯程益中，就很感慨地公開說，商業

門戶網站發展蓬勃，一路走過來也不容易，但

是比起國家網站，資金和活動空間又差遠了。

不會放鬆對內容的監控

　　在外界看來，中國政府對待新聞媒體的態

度似乎很矛盾，在高壓政策和推動媒體商業化

市場化之間不斷切換。但事實是，中國政府堅

守對媒體絕對掌控的原則從來沒有動搖過。傳

媒學者魏永征說過，「黨管媒體」的原則早在

2001年就已寫入了高級幹部參閱的內部文檔

中，確定由黨決定有關媒體機構的一切重大議

題，包括任免領導幹部，編輯和管理人員。新

華社對其環球電視網，也明言官方不會放鬆對

內容的監控：「中央在討論批准中國電視網方

■ 陳婉瑩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總監

案時提出的『牢牢控制內容，制播有序分離，

公司方式運作，爭取市場融資』」。

　　國家資本主義體制也進入了互聯網領域。

一方面，政府對互聯網的監控越趨成熟，今年

四月，國務院新聞辦主任王晨在人大常委會的

內部講座上，細述了政府掌控互聯網的政策和

架構。今年六月，國務院新聞辦發佈的中國互

聯網狀況白皮書，也公開了政府在網絡內外設

置了系列管理規章制度。在此政策下，中國開

發了世界上最為精密而複雜的互聯網內容過濾

和網上監視系統，在各大專院校、商業網站和

互聯網服務提供者等各重要關卡設立自我審

查體系。出於對社交媒體的擔心，官方遮罩了

Twitter，Facebook以及後來的Foursquare，

還有YouTube等網站。商業網站也沒法不進行

自我審查，六

月間，搜狐就

封閉了一百多

個時評人的博

客。在加強監

控之際，官方

又在密鑼緊鼓

籌備官辦新聞

網站上市，其中人民網、新華網、央視網最可

能帶頭登陸A股市場。這樣，官方既可用行政

手段透過市場化向公共融資，又同時佔領網路

輿論高地。

　　中國在世界上應該有自己的聲音，打破西

方的資訊壟斷。 世界也期待來自中國的聲音

和故事；人們希望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現

狀，也期待真實、公正的報導和資訊。中國

官方媒體大舉擴張，但是內容受到意識形態嚴

控，將難以在國內國外建立公信力。媒體在嚴

管之下，也難以進行文化創新和培養人才。中

國要爭取國際話語權，單靠官媒體恐怕難成氣

候。中國傳媒人不乏優秀人才，完全可以在世

界舞臺競爭，但卻被絆手絆腳不能發揮長才，

他們面對國家媒體的壟斷優勢，一場艱苦的拉

鋸戰正在展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