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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疆传媒业的分析
宋湘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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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传媒产业市场规模迅速扩大 ,但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长期存在。欠发达地区政府对传媒

业发展的财政支持不力 ,导致传媒业发展缺乏推动力 ;经济发展缓慢且受到外部环境的抑制限制了传媒业

市场规模的形成 ;传媒业经营的自我造血机能孱弱以及传媒对提高国民经济效益的间接作用发挥不足等因

素 ,制约了欠发达地区传媒经济效益规模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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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a ints of media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less - developed regions
based on example of x injiang media industry

SONG Xiang - qin

( Xinjiang F inance and econom ics U nivers ity, U rum qi, Xinjiang 830012, China )

Abstract: W ith the rap 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media industry in market scale and growth, the regional develop ing gap of the media

industry appears in China’s different regions.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industry in less - developed regions as examp le of Xinjiang

autonomous region backwarded for the reasons of below: the local financial support to develop local media industry is not enough, local

market share of media industry growth is lim ited with low growth rate of local econom ic development, the media corporations’ability is

in low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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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我国传媒产业已经

成为经济效益显著并最具成长性的产业之一。目

前我国整个传媒市场的规模已超过 1 000亿元 ,利

税总额已超过烟草业 ,成为国家第四支柱产业。但

是 ,我国的传媒业发展不均衡 ,地区差异较大。新

疆地处西北边陲 ,是西部大开发的重点 ,同时也是

欠发达地区的典型代表。本文选取新疆传媒业为

代表 ,探讨制约欠发达地区传媒经济效益规模增长

的原因。

经济效益是通过商品和劳动的对外交换所取

得的社会劳动节约 ,即以尽量少的劳动耗费取得尽

量多的经营成果 ,或者以同等的劳动耗费取得更多

的经营成果。自从我国实行传媒体制改革后 ,“事

业化性质 ,企业化管理 ”的定位使得我国的传媒在

走向市场时必须顾及经济效益。我国大众传媒的

经济效益是其经济功能实行的结果 ,是传媒在传播

活动中的经济行为和经济信息传播所产生的效益。

传媒实现经济效益有四种方式 : ( 1 )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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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报纸、文摘、收费电视等靠内容获得市场价值

和社会影响力。 (2)卖广告。 (3)卖媒介概念 ,即卖

好的媒介品牌 (以此获得资金 )。 (4)卖活动。例如

“财富论坛”就是《财富 》卖的一个传媒活动 ,活动与

传媒形成良性循环 ,这是传媒核心价值的延伸 ,唤

起商家来做广告或投资。虽然传媒产业发展的趋

势是以传媒业务为中心的多种经营与服务方式的

共生。比如除以报业为主外 ,还开展出版、发行、印

刷、广告、信息、咨询、培训、翻译、贸易等多种经营

手段。但在新疆 ,传媒业发展水平尚不发达 ,由多

元化经营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份额很少 ,与传媒的利

润的最大关联因素还是传媒的广告经营收入。因

而以广告的经营额来体现新疆传媒业的经济效益 ,

并以此来衡量新疆的传媒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

作用是比较可行的。

宋建武博士在《中国媒介经济的发展规律与趋

势 》中 ,对 1981—2003年的经济数据分析后 ,得出以

下结论 :“ (1)国内媒介经济与宏观经济之间呈现很

强的正相关性。 ( 2)在广告业恢复常态发展 ( 1996

年以后 )后 ,媒介广告市场的增长与社会消费市场

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 (3)广告市场受国民经济总

体影响很大。”[ 1 ]

“按人均 GDP总体平均、上线平均和下线平均

(均以人口加权 )三条线进行划分 ,可以将各省区经

济发展水平分为最高、高、较低和最低 4类。北京、

山东、新疆分别属第一、二、三类。”[ 2 ]宋建武博士对

全国 33个城市以广告经营额 (代表媒介经济发展

规模 )、广告经营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 (代表媒

介经济发达程度 )、广告经营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的比例 (代表媒介经济开发程度 )分别做聚类

分析 ,分为四个等级。以上指标乌鲁木齐的排名分

别位于第四等、第三等、第三等。可见 ,新疆传媒业

的经济效益在全国属于中下水平。

新疆的传媒市场格局仍以党报党刊、党办电视

台和广播为主 ,各大媒体的行政职能远甚于市场职

能。近年来在民营力量以及 W TO 的冲击下 ,传媒

业市场化的进程也开始加速 ,其经济地位逐渐上

升。但是 ,新疆大众传媒的经济效益无论从媒体自

身经营状况还是媒体外部生存条件来看 ,都不容乐

观。虽然国家已经加大扶持力度 ,但由于存在许多

在短期无法解决的问题 ,导致新疆大众传媒的经济

效益低下状况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其主要

原因如下 :

一、政府的财政支持不力 ,传媒发展缺乏推动力

“新疆的公共文化支出占财政的比重过小 , 20

世纪 90年代至 21世纪 2004年 15年中 ,公共文化

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仅为 1. 75%。20世纪 90年

代以来 ,新疆财政对公共文化事业的投入占新疆财

政支出的比重是逐年下降的 ,从 1995 年最高的

2. 8%下降至 2004年的 1. 41%。”[ 3 ]自治区、地、县

政府没有把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纳入经济社会

发展的总体规划 ,列入财政预算。有的地区甚至出

现了公共财政的缺位 ,这些地方推行政府对广播电

视事业单位的财政“断奶 ”政策 ,要求电台电视台自

负盈亏、自我发展。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 ,新疆传

媒业的市场化起步较晚 ,目前尚处于低级发展阶

段。新疆的传媒由于其特殊的地域环境 ,大部分传

媒肩负的社会责任很强 ,尤以政治责任为重 ,但由

于难以获取可观的广告收入 ,盈利空间十分狭小甚

至根本不存在 ,多年来在市场化发展的道路上持续

滑坡 ,目前大都深陷困境 ,举步维艰。在很大程度

上 ,政府的大力扶持作为一种外部推动力 ,将对新

疆传媒业未来的市场化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和

作用。
二、新疆经济环境的特殊性限制媒介市场规模

的形成

媒介经济归根结底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

分 ,市场经济发育的程度影响着媒介经济的发展。

一般来说 ,传媒业市场规模主要受 GDP、人均 GDP、

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结构、人均受教育程度

和人口数量等因素的影响。随着上述因素的变化 ,

传媒市场规模不断变化 ,传媒市场的经济效益随之

变化。
表 1　影响传媒业市场经济效益的主要指标

城市 北京 山东 新疆

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 6 886. 31 18 511. 87 2 604. 19

人均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元 45 444. 00 20 096. 00 13 108. 00

第三产业占比 /% 69. 15 32. 00 35. 69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
入 /元 17 652. 95 10 744. 79 7 990. 15

乡村居民可支配收
入 /元 7 346. 26 3 930. 55 2 482. 15

农村人口比率 /% 16. 38 55. 00 62. 85

教育文化消费 /元 2 983. 54 1 417. 15 900. 67

未上小学人数比 /% 4. 00 12. 00 8. 00

　　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6年 ) 》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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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看出新疆经济环境对媒介经济发展的负

面影响有 :

(1)新疆的宏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第三产业

不发达 ,媒介信息的生产和消费市场不发达。新疆

的第三产业占比为 35. 69% ,仅仅是北京 69. 15%的

一半。

(2)城市化进程慢 ,农村人口相对多 ,媒介市场

的主要消费者数量不够多。新疆农村人口比率高

达 62. 85% ,是北京的 3. 8倍。

(3)消费水平低 ,人均 GDP、人均可支配收入

低 ,媒介市场的消费者对媒介产品的消费能力低。

在教育文化方面的消费支出 ,北京是新疆的 3. 3倍 ,

山东是新疆的 1. 6倍。

(4)人口受教育程度低 ,媒介市场的消费者对

信息的接受和理解度低。新疆未上学的人数占比

达 8%。“从文教事业发展看 ,由于历史原因 ,西部

长期以来对文教事业发展不够重视 ,投入不足 ,同

时受传统文化及客观环境的制约 ,是全国文教最不

发达的地区 ,人的素质、企业的素质十分落后。”[ 4 ]

总体看来 ,经济欠发达是影响媒介经济发展的

宏观背景 ;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古老的人际传播

形式以及受教育程度对媒介市场的发展带来负面

影响 ;另外 ,地理条件造成人口居住分散 ,使得传播

成本加大 ,信息严重滞后 ;绝对量本来就少的受众 ,

由于行政的、民族的原因 ,使得媒介市场被分割成

几块 ,媒介难以通过整合资源形成强大的传媒组

织 ,传媒业发展后劲不足。

另外 ,新疆的广告经营额与全国其他省区的相

比排名比较靠后 ,新疆广告业整体水平不高 ,也导

致新疆传媒业经济效益偏低。究其广告业存在的

问题 ,一是广告业总体规模持续扩展 ,但具有较强

竞争力的广告企业集团和媒介集团不多。二是广

告从业队伍庞大 ,但高端专业人才缺乏 ,国际广告

运作经验欠缺 ,高水平整合营销、传播策划、广告制

作人才严重不足。三是广告业发展不平衡 ,经济较

发达地区如乌鲁木齐的广告经营额占新疆广告经

营总额中的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在新疆 ,广告业发

展强化媒介的政治工具作用也是影响媒介经济发

展的一个因素。

三、媒介经营压力大 ,自我造血机能孱弱

一个产业的崛起要有一个庞大的企业群托起 ,

没有企业就谈不上产业 ,而新疆的传媒机构基本都

是事业单位属性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但是在

新疆市场经济没有完善之前 ,“事业单位 ,企业管

理”的媒介模式是一种合理的存在 ,媒介可以在这

个框架内较好地发展。

新疆大众传媒的基本体制都是国有制 ,运作仍

采用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核算办法。其基本特点

是 : (1)传媒资产归国家所有 ; (2)运作方针由国家

制定 ,负责人由国家任命 ; (3)运作经费全部或大部

分来自于国家。

作为新疆最大的媒介单位 ,新疆日报近三年平

均亏损额 410万元。而位居第二的新疆经济报 ,近

三年年均亏损额平均为 667万元。上述媒体在新疆

媒体属于第一世界 ,其经济效益尚且如此 ,居于第

二、三世界的就更等而下之了。所以 ,从各媒体的

经济运转情况来看 ,媒体利润普遍较低 ,大部分媒

体处于亏损状况 ,负债经营。

通过实地调研和参考媒体近三年的财务报表

可看出 ,导致媒体经济效益低下的原因如下 :

第一 ,行政管理部门的理念过于陈旧 ,运作机

制老化。一些管理部门不仅对辖区内报业发展的

现状和趋向一知半解 ,而且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

传统思路 ,思想保守落后 ,对媒介的经营干预过度 ,

没能为媒介发展提供有效服务。

第二 ,媒体总体收入水平较低 ,收入来源单一 ,

基本是依靠财政拨款维持媒体运作。自我赢利能

力较弱 ,可持续发展资金欠缺。

第三 ,支出不合理 ,差旅费和维修费占支出总

额比重较高 ,而专用设备购置费偏低 ,硬件投入

不足。

第四 ,人员超编现象严重 ,媒体负担大。除了

极少数媒体外 ,需要媒体靠自收自支发放工资的人

员较多。

四、传媒虽能提供信息 ,但对提高国民经济效

益的间接作用发挥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传媒在促进经济建设、介

绍推广先进技术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2006年 7

月 4日新疆卫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专题中 ,报道

了布尔津县杜来提乡哈拉塔尔村村民哈依沙 ,通过

看电视、买光盘播放的形式 ,不但自己学到了农业

科学技术致了富 ,而且还帮助其他村民致富。但这

仅仅是个典型个案。

通过《新疆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与经济效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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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课题的受众调查问卷显示 :对广播、电视“满足

工作的需要 ”的回答 ,平均分都为 6分 (满分为 10

分 ) ;对广播、电视“满足生活的需要 ”的回答 ,平均

分也为 6分 ;对广播、电视“广告可信 ”的回答 ,平均

分都为 4分。

传媒提供的信息中分观念信息和实用信息两

个层面。根据以上结果看出 ,一方面当地传媒虽直

接或间接地对市场经济起到一定的催化作用 ,但由

于并不能很好地满足受众工作、生活的需要 ,因而

并不能保证经济效益的实现。另一方面 ,由于受众

对传媒提供的广告信任度非常小 ,创新能够得以扩

散并实施的效果也不明显 ,经济效益最终往往不能

达到预期的目标。

课题组在与受访对象座谈时也了解到 ,传媒的

影响力似乎也不都是那么明显。对于一些农村科

技节目 ,大部分农民认为这些节目中所传播的新技

术与商业信息与他们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他

们通常没有资金也没有条件将这些新技术运用到

生产中。另外 ,他们也非常实际地认为 ,采用一种

新技术可能会存在很大的风险 ,有专门的技术人员

或获得成功的左邻右舍做示范 ,他们才有可能考虑

采用这项技术。所以大众传媒对该地 GDP的增长、

工业化的进程以及居民收入的提高贡献并不很高。

何富麟教授在《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发展战

略研究 》中指出新疆的广播电视是“对农传播薄弱。

具体表现为 :一是对农广播电视结构整体失衡 ,二

是对农节目源严重匮乏 ,三是节目内容离农民远 ,

关注度低 ,四是播出时间边缘化。”[ 5 ]实践证明 ,传

媒在经济建设中并不是一支真正独立的力量 ,它只

是诸多要素中的一个 ,只有与资金、当地自然环境

与社会环境等因素相匹配 ,只有结合人际传播等传

统的社会传播方式 ,传媒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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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财经系统联络中心 2008年年会
暨学报评价理论与应用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6月 17～19日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财经系统联络中心 2008年年会暨学报评价理论与

应用研讨会 ”在重庆工商大学如期召开 ,来自全国各地的 40多种财经类高校学术期刊的 70余位领

导和专家参加了本次年会。特邀嘉宾中国人文社科学报学会龙协涛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

中心数据库部姜晓辉主任、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财经室黄明哲主任、《高等学校学术文摘 》杂志社社科

编辑室袁康主任和丁又双副编审等参加了会议。

本次年会的主题为“期刊评价与学术期刊发展方向 ”。龙协涛会长、“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

会财经系统联络中心 ”主任张桁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数据库部姜晓辉主任、人大复印

报刊资料财经室黄明哲主任、《高等学校学术文摘 》杂志社社科编辑室袁康主任等分别就学术期刊评

价理论与方法以及高校学报发展现状与趋势等问题做了主题报告。全体与会代表进行了热烈的学术

讨论 ,探讨了期刊评价对学术期刊发展的影响 ,并交流了办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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