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種力：中國傳媒生存環境的演變 

 
2014 年 4 月 29 日，我應邀在金堯如新聞奬頒獎會上發言，談 1989 年以

來中國傳媒的坎坷道路。一些看到講稿或報道的學界朋友，對我談到的“五種

角色”，有進一步探討的興趣。藉《傳媒透視》研究平台，我作更細緻表述。 

我談到的五種角色，分別指： 

政治權力； 

市場經濟； 

資訊科技； 

公民社會； 

新聞媒體； 

如下圖示意： 

 

 
 
 

毛澤東時代： 

權力吃掉了媒體 
 

五種力並非從來就有。1949 年中共建政後，1950 年春，全國有公營報紙

257 家，私營報紙 58 多家，到這年 8 月，私營報紙驟減到 25 家。到 1953 年，

所有私營報紙都轉變為公私合營報紙，後來又逐漸退還私股，實際上皆為公營
1。對新聞工作的稱謂，從最初的“新民主主義的新聞事業”、“人民的新聞事

業”，變成“黨的新聞事業”。 

 

1957 年反右運動，重創中國傳媒。民國報人的自由傳統和中共黨內報人

在反國民黨時形成的民主傳統，被攔腰斬斷。毛澤東親撰《人民日報》社論

《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該批判》，開權力嚴控媒體之先河2。 

 



 
 

從大躍進到文革，中國媒體淪為助紂為虐的政治工具。1968 年，《人

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編輯部發表長文《把新聞戰線的大革

命進行到底  ——批判中國赫魯曉夫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新聞路線》3，“中國赫

魯曉夫”，指被毛澤東打倒的國家主席劉少奇。該文闡述“毛主席無產階級新

聞路線”稱：“無產階級新聞事業必須為無產階級的政治路線服務，必須成為

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有力武器。” 

 

 



文革中，中國傳媒草木凋零，1970 年全國僅存 42 份報紙4。這些報紙，

一張面孔，完全是毛的傳聲筒。 

 

 
 

 

鄧小平時代 

媒體開始復蘇 
 

毛澤東逝世，四人幫被捕，文革結束，中國傳媒出現轉機。在批判林

彪、四人幫的口號下，毛澤東新聞路線在實質上受到衝擊。 

1980 年，中共提出“新聞改革”。新聞界首先批判“假大空”惡劣文

風，倡導“新，快，短，實，活”的報道。在 1957 年被打成右派的一大批老記

者復出，重燃新聞理想。中國報告文學另闢蹊徑， 在新聞與文學的結合地帶，

直面現實，追求自由。 《南方週末》、《世界經濟導報》、《現代人報》等報

紙在 80 年代創刊。截至 1989 年，全國有報紙 1576 種，雜誌 6078 種5。 

 

黨報發生變化。《人民日報》曾在頭版頭條發表本報評論員文章《政治

問題可以討論》6： 

 

 
 



權力與媒體間嚴控與被控的緊張關係一度鬆動。中宣部副部長滕藤提

出，報紙登什麼不登什麼應當由報社自己決定7。在趙紫陽領導的政治體制改革

研討中，包括“言論與出版自由”、“增加政府對新聞界的開放”、“輿論監

督”、“民辦報紙”等問題均被提出8。中共 13 大，總書記趙紫陽提出“重大

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新聞界把擴大公眾“知情權”作為

新聞改革的目標。 

1989 年春，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引發追求民主的社會運動。 5 月 6

日，趙紫陽對胡啟立等人說：“目前，新聞自由是一個焦點，解決這個問題要

通過立法”，“在新聞立法上，中央要更超脫一些，讓立法機關來討論制定，

而不能由中央來作規定”，“看來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9。 

 

《人民日報》歷史上最具政治開放性的版面出現在 1989 年 5 月 18 日： 

 
 

鄧小平時代，政治權力和新聞傳媒進行了空前的博弈和互動。 

 

 
 



江澤民時期 

多了市場 
 

 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媒體噤若寒蟬。新任總書記江澤民批判趙紫

陽的新聞政策，提出“輿論導向正確，是黨和人民之福；輿論導向錯誤，是黨

和人民之禍”10。然而 1992 年，鄧小平南巡，重啓市場化經濟改革，傳媒生態

因之而變。 

中國傳媒被市場潮流裹挾，自負盈虧的週末報、報紙週末版、電視欄目

等，井噴式湧現。截至 1999 年，中國有報紙 2038 家，雜誌 8187 種。“既要聽

話，又要賺錢”，是一些媒體老總的信條。 

 

傳媒市場化的標誌是：在黨報之外，一批市場化媒體降生；這些媒體，

具有更強的商品屬性，靠適應受眾的需要擴大發行量或收視率，靠發行量、收

視率贏得廣告份額；資本開始進入媒體（包括國有資本和國際資本）；新聞人

才開始在市場流動。這是《南方週末》的一期新年特刊，當時該報發行量已達

120 萬份： 

 

 

市場力量與傳媒力量之匯合，

是江澤民時期耐人尋味的現象。彼時

的黨和政府，財力尚不雄厚。他們允

許一部分媒體走向市場，亦期從中獲

利。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是

《南方週末》的“母報”，“兒子”

每年要按規定向“母親”上繳一定比

例的利潤，比例逐年遞增。這是黨報

不可或缺的受益，而媒體獲得了與政

治權力“議價”的能力。一些報紙大

膽觸碰紅線，屢屢受罰，但每每被領

導保護過關，生存的秘密在此。 

江澤民時期，政治權力已深知

市場的重要。權力大舉進入市場，與

國際資本握手，在國內，提出了“做

大做強黨的傳媒”。江時期的傳媒環

境，已不同於毛、鄧時代。 

 

 



 

胡錦濤時期 

網絡與公民崛起 
 

2003－2012，胡錦濤執政十年。這十年，政治權力對傳媒的控制一如既

往，懲罰打擊層出不窮，但當局有時也調整身段；更多精緻化的管控，部分替

代了笨拙粗暴。中共嘗到市場甜頭，積極推進傳媒市場化，並著力控制市場壟

斷市場。權力和資本，有時合謀控制傳媒。而傳媒則遇到新的機遇。 

 

互聯網在此十年間崛起。中國發展互聯網的政策，是江澤民時期確定

的。1994 年，中國實現與國際互聯網的全功能鏈接。1997 年後，上網人數迅速

增加。江、胡交接時，中國已有不少活躍的網站和電子公告牌（BBS）。2002

年，網民超過 5000 萬人。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佈的數據，顯示了

胡錦濤時期的發展軌跡11： 

 

 
 

 



我在金堯如新聞獎頒獎會上談到，在胡的第一個任期（2002-2007），博

客來了，公民記者出現了。許多突發事件，通過網絡被報道，許多腐敗官員，

被網民揭露，各種意見經由大眾麥克風表達。在他第二個任期（2007-2012），

微博來了，微信來了，自媒體時代到來了。这既是對政治權力的挑戰，也是對

資本權力的挑戰，而資訊科技最大的受益者，從長遠看，一定是公民。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 2008 年以來編輯出版了《中國猛博》和

《出大事了》，這兩本書詳細記錄了互聯網時代中國民間的意見表達和公民維

權行動。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NGO（內地通稱“社會組織”）的總數逐年上

升12： 

 
 

 



我使用傳媒話語分析方法，對中國報紙上的“公民社會”一詞作了檢

析，結果如圖： 

 

 

 

胡錦濤當政的10年中，公民運動與新媒體交相呼應，風起雲湧，呈現出

前所未有的景觀。源自五種角色的五種力量，全部出現了。 

 

 

 

 

習近平時期 

權力的新形態 
 

進入習近平時期，傳媒生存環境繼續發生深刻變化。截止2013年底，中

國網民規模突破6億，其中通過手機上網的網民佔80%；手機用戶超過12億13。

2014年2月27日，中共宣佈成立旨在“保障網絡安全、維護國家利益、推動信息

化發展”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宣告成立，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

平親任組長 。 

 



胡錦濤執政前期，中國公民運動曾迅猛發展。維護自身權益，捍衛公平

正義，必然要求資訊公開、言者無罪。 一些民間組織和社會運動的領袖，本身

就是互聯網上的活躍人物。胡執政後期，社會運動受到日益嚴苛控制。進入習

時期，“公民社會”與“普世價值”等成為不准正面傳播的政治詞語。 

 

習近平時期，政治權力高度集中： 

 

 
 

然而公民社會仍在頑強生長。公民社會與市場經濟，公民社會與資訊科

技，公民社會與新聞媒體，這三組關係，須特別關注。 

 

在中國，公民社會實為市場經濟的產物。無市場，無私權，無契約，則

無公民社會。十多年來，社會與市場不斷交融，互為依託。而當局則視此為巨

大隱患，每每出手，斬斷兩者關係。 

 

公民社會與資訊科技，今天如影相隨。網絡已是社會最重要的生存方

式。公民權利之要件——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其保護、擴展，

與網絡密切相關。資訊科技之巨大的賦權作用，亦令當局驚懼。嚴控網絡，本

質是遏制公民的與日俱增的權利訴求。 

 

在此基礎上，公民社會與新聞媒體正形成值得注意的共生結構，形成與

政治權力抗衡的全新力量。中國傳媒今有兩個角色：政治角色（宣傳工具），

經濟角色（盈利工具）。中國傳媒的出路，是轉變為社會角色。它是公民社會

的一分子，追求自由，承擔責任，服務社會，受社會監督約束。它向市場提供

產品，但在總體上不以利潤最大化為原則，某種意義上，更似社會企業。這樣

的理念，當局無從理解。他們正把傳媒逼到“更老實聽話，更瘋狂賺錢”的路

上。 

這就是中國傳媒今天的生存環境，它的命運，取決於政治變革，更取決

與社會的成長。 

 



 
 

 

 

錢鋼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 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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