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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探讨主流媒体的特征和内涵 ,以及在中国语境下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状况。由于

“主流媒体 ”一词最初即来自报业 ,近来虽然也出现用来指代广电媒体的现象 ,但是考虑到广

电媒体的历史远远短于平面媒体 ,且电视业的经营情况较为复杂 ,所以对主流媒体的分析主要

集中在平面媒体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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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流媒体是什么

主流媒体一词译自 Mainstream Media,在新闻事业比较发达的

欧美等国 ,主要指高格调的严肃报纸 ,如《华盛顿邮报 》、《纽约时

报》等。与通俗的大众报纸相对 ,这些报纸享有良好的声誉 ,被民

众信任 ,在本国乃至世界都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

(一 )国内对主流媒体的理解及其缺陷

目前 ,除 CCTV之外 ,国内少有被业界和学界公认的主流媒

体 ,大家对报业主流媒体的看法更是众口不一。这种状况并不意

味着我国不存在主流媒体 ,而是因为我国新闻历史与现状都和西

方发达国家有巨大差异 ,从而造成了国人对主流媒体内涵的不同

角度的理解。

学术界对“主流媒体”的解释 ,主要有下面几种观点 :

1. 周胜林教授认为主流媒体的标志有三 :有较大的发行量和

收视率、有较多的广告营业额、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媒体

的影响力主要看对决策者的影响 ,这是媒体进入主流社会的主要

标志。①

这个定义限定“影响力 ”为对读者行为的影响 ,而非态度的变

化 ,但是媒体对其受众的行为改变能力是难以量化的。另外 ,如果

把“媒体影响力”限定为“对决策者的影响 ”,那么无疑把主流媒体

的社会价值定位在精英阶层 ;然而 ,精英阶层的社会价值显然不在

人数上占有压倒性优势 ,而是对社会发展有决定性作用 ,这就使得

另外两个标志有待推敲。针对决策者的媒体的高品质决定了其发

行量必然低于通俗报纸 ,那么“较大发行量 ”就失去了界定主流媒

体的意义 ,“较多的广告营业额”这一标志同样有这样的问题。比

如说 ,现在国内时尚类杂志的主流毋庸置疑的是《VOGUE》、

《ELLE》和《时尚芭莎 》,然而相对低端的《瑞丽 》无论在发行量还

是广告上都占有时尚类杂志过半的份额。

2. 邵志择教授从西方主流媒体的现状中总结出 ,主流媒体必

须依靠主流资本、面对主流受众 ,运用主流表现方式体现主流观念

和主流生活方式 ,享有较高社会声誉。②

这个定义未免有些泛主流化 ,所有和媒体相关的因素都被冠

以“主流”的名头 ,资本如何能用主流来描述、表现方式如何分为主

流和非主流 ,都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和深刻的分析 ,何况在现今价

值多元化的社会潮流下 ,要界定过多的“主流 ”这一做法本身就是

让定义者自陷泥沼。邵教授的总结非常明显的来自美国的社会发

展状况及独特的新闻行业历史 ,美国形成“一城一报 ”的报业格局

和《纽约时报》等老牌主流媒体 ,是多种社会力量经年发展而成的 ,

若单纯从媒体角度出发来分析 ,未免管窥蠡测。

3. 喻国明教授认为 ,因为传媒经济就是影响力经济 ,所以用吸

聚受众的方式来划分 ,大众媒体是以量取胜的 ,主流媒体则是以质

取胜 ,吸引对社会最有影响力的受众 ,主要是有较高决策话语权、

知识话语权和消费权的社会成员。③

这种对主流媒体受众的特征描述是准确的 ,并且解决了上述两

个定义面对的问题。但是这种从外部对主流的概念进行观察的角

度 ,把主流媒体的深层关怀和价值判断 ,置于它的生命力之外。

以上说法的共同点是 :都在现阶段主流媒体有了百年历史之后 ,

从外部特征和媒体环境对其进行描述 ,尽管也有人提到了主流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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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 ,但都不是从主流媒体成功的内部动力来分析的。

(二 )主流媒体的产生条件 :商业环境、公共领域政治化、报人的

职业追求

从主流媒体的历史上看 ,欧美等国的主流媒体大多是在工业革

命后出现的。工业革命为媒体造就了自由的市场环境、提供经济资

源 ,使独立报纸有生存的可能性。同一历史阶段的一系列革命和社

会运动让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共领域渐趋政治化①。这无疑让原本以

文学艺术批评为主要内容的公共领域降低了对读者的受教育程度的

壁垒 ,同时也让公共领域的主要内容从文学艺术作品转变到大众传

媒和大众文化。这一社会重大转变为高品位的主流媒体创造了读者

的需求。

最后 ,随着报纸的商业化 ,一些新闻人认为低级庸俗的大众报纸

和被政府垄断的党报、机关报没有实现新闻事业的意义 ,人们需要更

好的报纸帮助他们正确的认识世界、深刻的理解世界。《泰晤士

报》、《纽约时报》等现在成功的老牌报纸 ,在创办之初和经营进入困

境时 ,能开拓出崭新的局面、屹立在变化纷杂的报业中的关键 ,除了

优秀的人才和有效的管理 ,就是坚持实现新闻事业对民众的意义 ,以

此为办报原则。它们大都偏爱重大历史事件、关注那些让人们的生

活发生改变的人物 ,并记录社会变化的风尚和潮流。

由此可见 ,主流媒体应该是指历史和社会发展的主流 ,即从历史

的高度和社会的广度进行报道和评价 ,在给读者以理智全面的认识

的同时 ,还要有中正深刻的态度。在这一点上 ,处于不同时代的主流

媒体的报人都有共识。在 1785年创办《泰晤士报 》的 John·Walter

曾说 ,“报纸应该成为时代的记录者”②;在他的儿子接手该报时 ,任

主编的 John Thadens Delane说过 ,“报人的责任是对全体人民负

责”③。《纽约时报》的创办人 Henry J. Raymand也认为他们的报纸

“报道应该报道的消息”④。即使在“历史已经终结 ”的 20世纪末 ,

人们对绯闻和琐碎的社会事件表现出空前的兴趣时 , BBC的台长桑

布鲁克先生也没有指责观众趣味庸俗化 ,而认为“关键是严肃新闻

未能将这个更为复杂的世界向观众解释清楚 ,所以人们转向那些更

容易理解的地区与琐碎的问题”。⑤

这种价值观对于主流媒体的发展和延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9

世纪末以后 ,西方报界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商业化浪潮 ,对高尚追求

的坚持 ,让主流报纸在大众化浪潮的冲刷中渐次剥离自身的大众化

成分 ,从而定位愈加鲜明。另一方面 ,市场竞争的历练 ,使得能保持

风格的严肃报纸增强了在经营和利润上不输于庸俗报纸的经验 ,从

而成功的实现主流媒体的价值。

二、中国语境下的主流媒体

用中国新闻界的“主流媒体热”说明国人注意到了主流媒体在

市场中的竞争力和对舆论强大的影响力 ,也认识到了主流媒体在现

代社会中起到了传承文化、交流阶层之间意见、协调社会关系等

作用。

(一 )中国离主流媒体有多远

从主流媒体产生和发展的条件来看 ,我国社会环境还存在欠缺 ,

现阶段许多都市报一味地以“主流媒体”为追求目标也有失偏颇。

1. 主流媒体是商业高度发达的产物

主流媒体要在同样的工作时间内提供出远远优于大众报纸的报

道和评论 ,就必须有知识密集型的团队和大量资本的支持。这些资

源只有在商业高度发达的环境下才能形成 ,并通过市场竞争逐渐积

聚在一起。而我国整体经济环境存在多种资源垄断的情况 ,媒体的

各种资源更不能完全按照商业规则进行配置。国内许多都市报把成

为主流媒体当作努力的目标 ,是为了摆脱濒危的经营困境。这些连

生存都无法保证的媒体必然将主流媒体的精英本质堕入低级的商业

运作。

2. 中上层社会阶层是主流媒体的社会基础

中上社会阶层不仅是主流媒体的主要读者群 ,也是最认同主流

媒体的群体 ,他们的认知和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主流媒体的价值

取向和发展方向 ,这也是国内学者的定义中反复提到的“决策者 ”、

“权力者”所指代的意义。

尽管中国也存在中上层阶层 ,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 ,中产阶级的

缺失让这个阶层小得可怜。中产阶级的缺失不意味着中国没有高收

入的人群 ,而是高收入人群在国内扭曲的改革机制下 ,个人财富被住

房、医疗、教育等各种硬性支出转移了 ,所以并不具有独立的经济人

格。⑥ 另外 ,少数真正意义的高收入者也因出现时间过短 ,没有形成

身份认同感和相对一致的价值取向 ,所以不能成为一个阶层。而中

产阶层的价值观念正是主流媒体所表达的精神内容的主要来源

之一。

3. 主流媒体需要能传承新闻理想的教育

世人关于“今天的新闻 ,明天的历史 ”这一说法 ,用来评价主流

媒体最合适 ,所以主流媒体应该有史官的秉正不阿和坚毅笃实 ,还要

有专业学者的睿智头脑和独到见解。这种在纷繁的现实中坚持中正

的记录态度 ,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甄别未来趋势的能力 ,需要学校和

业界的双重教育和激励激发从业者的新闻理想。

而国内高等学府的新闻教育发展速度过快 ,上个世纪末 ,国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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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闻专业的高等学校仅有两位数 ,目前却有 700多所高校设有这

一专业。这一现象虽然说明新闻行业对专业性人才的急需 ,和学校

对新闻专业教育的重视 ,但是过快扩张无法保证新闻教育的质量 ,尤

其难以传承行业理想。然而理想和坚持正是主流媒体得以屹立在这

个以浮躁多变著称的行业中的根本。除了学校的教育之外 ,业界的

自发组织、行内评选活动都应该起到行业标杆的作用。

(二 )中国未来主流媒体将来自哪里

1. 党报机关报的都市化

党报在众多报纸中之所以成为目前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成为主流

媒体的报类 ,主要因为创刊历史较长 ,且有政府的垄断性资源支持。

但是单纯性质的党报机关报因为有政府强迫订阅作为发行量

的保证 ,难免不思进取 ,风格呆板 ,报道乏味。堪称主流媒体的党

报机关报 ,除《人民日报》之外 ,几乎都是摒弃旧有面孔 ,主动以都

市报为自我定位 ,用党报机关报在可信度和权威性上的优势参与

都市报的竞争 ,从而获取地区优势 ,比如《广州日报 》和《南方日

报》,都是兼具都市报和机关报双重性质的典范。

2. 都市报 :大众化都市报永远是主流媒体的对立面 ,严肃的都

市报实际上最接近主流媒体。

我国的大众化都市报在今年整体遭遇经营困境 ,“主流化热 ”

只是媒体在慌乱之余抓住的一根稻草———不分自身定位、资源状

况和弊端所在 ,一律把“主流化 ”当作一步跨出泥沼的法宝。尽管

大众化都市报的确应该提高质量、加强经营 ,但是把主流媒体当成

大众报纸的目标无异于南辕北辙。大众报纸中普遍存在的对主流

媒体的盲目追求 ,也和自身定位不明晰、对主流媒体的本质认识混

乱直接相关。

与此相对 ,《南方周末 》、《经济观察报 》一类严肃的都市报从

目前来看是国内最接近主流媒体的报纸。它们往往选择政治经

济、文化生活等领域中对个人和国家都意义重大的题材 ,通过深度

剖析和综合性报道 ,给读者以启示和警醒 ,既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

又有独到的见解。

3. 报业集团是最有能力创办主流媒体的报业主体

这一点主要是从生产成本、经营环境和市场参与度来看的。

在我国不具备产生主流媒体的成熟条件时 ,一份独门独户的报纸

在保证高品质的同时还要保证营业额和收入 ,是相当困难的。

如果由报业集团支撑一家定位于主流媒体的报纸 ,报业集团

的生存环境让其下属的子报有较敏锐的市场嗅觉 ,并且易于把握

读者需要、熟知商业规则。并且子报不会因为一时的失误在惨烈

的竞争中一蹶不振。另外 ,更重要的一点是 ,主流媒体的品质决定

了一份报纸的地区发行量不可能高过大众化的都市报 ,前者只有

在全国范围内发行 ,才能保证收入。而全国范围的采编印发网络

寄于报业集团之下 ,才能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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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 iscussesabout the meaning and features of mainstream media and it’s developement conditions and

situations. Since the mainstream media first came from newspaper industry, though it also referrs to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media recently, but the history of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media is much shorter than the

p lane media, so the analysis is mainly concerned with p lane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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