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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中国台湾的杂志事业发展了近一个世纪 , 杂志事业的发展与台湾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

育状况无不相关 , 从一段杂志史我们可以管窥台湾社会的发展史。台湾的杂志事业发展速度快、类型丰富

多样、市场化程度高、国际合作密切 , 这些成功经验都值得国内业界借鉴学习。本文将台湾杂志事业史分

期为报禁解除前的台湾杂志事业、报禁解除后的台湾杂志事业、新世纪的台湾杂志事业来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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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新闻事业发展较晚 , 1884年以前 , 台湾地区的读者主要阅读大陆报刊 , 1885年以后 , 台湾

才有了本地出版、印刷的报刊。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台湾 , 在殖民高压的政治环境下 , 杂志业没什么

发展可言。光复初期 , 杂志有一个短暂的发展时期 , 但数量并不很多。南京国民政府迁台后 , 国民政

府在 1952年完成了恢复发展台湾经济的过程 , 控制了经济混乱的局面 , 进入了初步增长期 (1953～

1963) , 1960年代后更是取得了近达 20年之久的惊人高速度增长。台湾社会也发生了巨变 , 台湾逐

渐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 , 教育普及、社会阶层多元化。这些经济、文化及社会的变化 , 使得台

湾的杂志事业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 , 特别是 60年代后杂志呈大幅度增长趋势。70年代以后 , 非国

民党人士创办的刊物不断增加 , 内容不再局限于时事政治性刊物。80年代开始 , 杂志呈现专业化和

大众化的趋势 , 杂志的竞争愈发激烈 , 由杂志的广告经营带动杂志的发行已经成为了普遍的认识。报

禁解除后 , 台湾的杂志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 杂志的数量和种类激增。90年代 , 居民消费水

平进一步提高 , 更加重视休闲娱乐 , 娱乐、旅游、健康、理财类的杂志成为新宠 , 杂志经营越来越市

场化 , 促销手段花样迭出 , 广告收入可观 , 成为杂志利润的主要来源 , 杂志出版也开始走向集团化 ,

外来杂志的风靡给台湾本土杂志构成了威胁又带来了机遇。进入新世纪 , 期刊界刮起并购风潮 , 各类

媒体盛行通俗八卦新闻。杂志的出刊速度也越来越快 , 周刊受到青睐。生活时尚类、财经工商类、英

语学习类、网络游戏类杂志成为杂志销售的大赢家 , 网络书店逐渐平稳发展。如今 , 随着台湾与大陆

两岸之间更多的合作 , 台湾杂志业瞄准大陆市场 , 开始谋求大陆发展之道。台湾的杂志事业发展了近

一个世纪 , 笔者梳理脉络 , 略做总结 , 以飨读者。

一、报禁解除前的台湾杂志事业

　　 (一 ) 光复前后的台湾杂志事业

台湾在日本人占领时期 , 因日本殖民当局实施严格的事前检查 , 凡是政治异见刊物皆遭查禁。

1937年 , 日本殖民当局推行 “皇民化运动 ”, 全部百余种刊物皆采用日文。在此之前 , 则有林献堂等

所发行的 《台湾文艺杂志 》及连雅堂主编的 《台湾时荟 》对台湾文学的发展有长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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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光复之初 , 首先问世的是一本通俗性的杂志 《台湾春秋 》, 为时短暂 , 不久便宣告停刊。

1946年 3月 , 正中书局创办期刊四种 : 《正中儿童 》、《新同学月刊 》、《文潮月刊 》、《教育通讯 》。杂

志事业在光复后发展较为迅速 , 据统计 , 1947年登记出版的台湾期刊近 30种。但是这一高潮 , 在国

民党当局的压制下 , 很快回落。继台湾人民协会等进步组织被勒令解散之后 , 《人民公报 》等进步报

刊首先遭到封闭。“二二八 ”事件前后 , 又有不少民营的报刊被查封 , 一些被认为 “误导 ”言论的编

辑记者遭拘捕。“二二八 ”事件过后 , 台湾的新闻事业有所复苏 , 到 1949年初 , 台湾期刊约数百种。

(二 ) 南京 “国民政府 ”迁台后的台湾杂志事业

1. 南京 “国民政府 ”迁台后最初十年台湾杂志 (1949～1960)

南京 “国民政府 ”迁台前 , 台湾各类期刊的总数不到 100家。南京 “国民政府 ”迁台后不到两

年 , 就增加到 184家。南京 “国民政府 ”迁台后 , 新创办了 《自由中国 》 (雷震主办 ) , 《战斗青年 》

(王宇清主办 ) , 《大陆杂志 》 (董作宾主办 ) , 《法令月刊 》 (虞舜主办 ) , 《今日亚洲 》 (王旌德主

办 ) , 《民主宪政 》 (刘振东主办 ) , 《自由谈 》 (赵豪军主办 ) , 《文坛 》 (穆中南主办 ) , 农复会的

《丰年 》、《新闻观察 》, 萧赞育、谢仁钊、陈顾远及陈宗琪等合办的 《建设杂志 》。自大陆迁台复刊

的杂志有 《中国新闻 》、《周末观察 》、《纽司 》、《中国海军月刊 》等 , 香港的 《新闻天地 》仍以航空

版行销台湾。其中较著名的有 《自由中国 》 (后被查封 )、《新闻天地 》、《自由谈 》、《中国新闻 》、

《新闻观察》、《纽司 》、《法令月刊 》、《西风 》、《文坛 》及 《丰年 》等。影响较大的还有国民党中央

主办的 《中央月刊 》, 民社党中央主办的 《民主中国 》, 青年党中央主办的 《民主潮 》、《新中国评

论 》等。

政论性的以 《自由中国 》敢言著称 , 针砭时弊 , 言论尖锐 , 批评台湾政府当局 , 主张开放自由

言论 , 彻底推动民主政治 ; 《新闻天地 》的金字招牌在于其第一手的新闻和深入报道 , 名气很大 , 可

信度高 , 拥有广大的读者 , 销路始终独占鳌头 ; 《自由谈 》是山水、游记及散文小品为主 , 《西风 》

都是对欧美作品的翻译 , 也有固定的读者群 , 唐氏兄弟的 《中国新闻 》 (唐贤龙主办 )、《新闻观察 》

(唐贤凤主办 ) 及 《纽司 》 (吴守仁主办 ) 都是清一色以内幕新闻为号召 , 颇能吸引读者。

2. 60年代后杂志迅速成长 (1960～1980)

60年代以后 , 由于报纸的登记受到限制 , 不少人由办报转为办刊物 , 杂志的出版有了很大的发

展。杂志的大量出版 ,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台湾实行 “报禁 ”的结果 , 也是 “报禁 ”时期新闻出版

界的一大奇观。①刊物的种类逐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 1961年为 686家 , 1968年为 1228家 , 1978年

为 1558家 , 1986年达到了 2743家。这些都是在官方办有登记手续的刊物统计数据 , 实际出版的并

没有这么多。有的早就名存实亡 , 有的时办时停并未坚持出版 , 能够定期发刊经常和读者见面的不过

200多种 , 每期的总发行量不到 100万份。这些杂志 , 半数以上在台北 , 约占 70% , 其余的则分布在

台中、台南、高雄等城市。从性质上看 , 以工商、文教和文艺类刊物为最多 , 属于时事政治类的大约

只占 1 /10左右。②

除了在台复刊的及新创办的历史在 20年以上的杂志外 , 也有十年以上或者十年内的问世者 , 如 :

《传记文学》 (刘绍唐主办 )、《皇冠 》 (平鑫涛主办 )、《中国报道》 (钟树楠主办 )、《春秋 》 (丁中江

主办 )、《小说创作 》 (唐贤祥主办 )、《幼狮文艺 》 (救国团主办 )、《新女性 》 (诸葛志主办 ) , 以及

中国文化学院的 《中国一周 》、《东方杂志 》、《国际形势 》、《政治家 》、《问题与研究 》、《孔孟月

刊》、《作品 》、《中美月刊 》、《新出路 》、《国魂 》、《生力 》、《国会 》、《台视周刊 》、《中视周刊 》,

不胜枚举 ,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机构支持的两本杂志 ———《畅流 》、《拾穗 》, 销路甚广 ; 《皇冠 》开辟

了文艺小说杂志的新天地 ; 台视与中视周刊是电视观众家庭不可或缺的读物 , 其销路最大时每期突破

十万份 ; 商务印书馆纯学术性的 《东方杂志 》复刊 , 这些刊物都有固定的销路。新闻性的杂志以

《中国报道》最有煽动性。卜幼夫主办的 《展望 》稳扎稳打 , 在书报摊上紧追 《新闻天地 》, 极为抢

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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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以后出版影响较大的 , 有 《联合报 》主办的 《中国论坛 》、《联合月刊 》, 《中国时报 》主

办的 《时报周刊 》, 青年党主办的 《醒狮 》, 胡秋原主办的 《中华杂志 》等。内容以政治时事分析和

新闻性的社会事件报道为主 , 间刊小说、杂文等文艺作品。其中发行量最大的 《时报周刊 》, 约 5万

份 , 其余的都在 2万份左右。

70年代 , 台湾的进口中文杂志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中文版 《读者文摘 》, 销路最好时达到 14万份

左右 , 其他中文杂志也大都来自香港 , 除了 《新闻天地 》外 , 以娱乐性、消遣性以及电影杂志为主。

另外 , 此期各个学校及公私机构编印的刊物激增 , 刊期从周刊到年刊都有 , 这种研究性刊物的增加 ,

对促进学术研究的风气贡献极大 ; 由于乡村经济的迅速发展 , 城镇社区性的周刊也开始兴起。

70年代以前 , 大部分时事政治性刊物均为国民党当局所控制。70年代以后 , 非国民党人士创办

的刊物不断增加 , 最多的时候达到过 30多种 , 主要的有 《台湾政论 》、《大学杂志 》、《八十年代 》、

《进步 》、《夏潮》、《美丽岛 》等。这些刊物公开发表文章 , 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 揭露公职人员

选举中的种种弊端 , 要求开放学生爱国运动 , 个别刊物在 “台独 ”分子的影响下 , 还刊载过一些鼓

吹台湾独立的文章 , 因此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查禁。

在蒋氏父子两代人管制下的戒严时期 , 台湾的言论受到钳制 , 对新闻报道和言论尺度控制甚严 ,

《出版法 》便是一把尚方宝剑 , 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来扼杀新闻、出版及言论的自由 , 杂志被查封或查

扣司空见惯。从 50年代初到 1987年的 30多年间 , 台湾报刊和报人以莫须有的各种罪名受到惩治的

事例 , 不胜枚举。雷震主持的 《自由中国 》就是一个影响最大的典型案例。《自由中国 》指责当局专

制独裁 , 主张开放言论自由 , 要求彻底落实民主政治 , 这超出了当局的言论尺度 , 加之 1960年 6、7

月间 , 发表了几篇过于偏激的文章 , 《自由中国 》当年遭遇停刊。

3. 80年代经济及大众化挂帅 (1980～1987)

80年代开始 , 杂志呈现专业化和大众化的趋势 , 主要表现在 :

第一 , 走经济路线的财经工商类杂志。报道财经内幕的 《财讯 》, 一马当先 , 32开本 , 以理财为

读者对象的 《钱 》杂志 , 1986年异军突起。1981年 《天下 》杂志问世 , 同一类型的 《卓越 》、《远

见 》与 《统领 》也相继降生 , 这些八开本的刊物以调查采访深度报道的方式 , 分析财经动态与走向 ,

更以统计的数据配以制作的图表 , 对财政、金融、科技、企业、市场、经营与管理等予以极为深入的

探讨与描述。而且 , 这些刊物还进行不定期的民意调查、政府首长的支持率和满意度、企业家关系企

业及个人财富的统计数字排行榜。虽然这些刊物以财经题材挂帅 , 但却并未忽视热门的政治新闻。

第二 , 赢得女性读者芳心的妇女家庭类。如 : 《妇女杂志 》、《侬侬 》、《薇薇 》、《黛 》等。

妇女家庭类 《妇女杂志 》创刊于 1968年 , 在当时它就具有突破性的风格 , 精心设计的封面和版

面安排 , 新颖的题材 , 灵活的语言 , 让人耳目一新。《妇女杂志 》在同类型的杂志中始终保持着创意

和水平。1976年出现的取向接近的 《家庭月刊 》在内容和设计上也都具有特色 , 1983年的 6月第 4

周当期统计结果显示 : 《家庭月刊 》的长期订户超过两万份 , 占台湾杂志长期订户数量排名第四位。

第三 , 以社会新闻为主线发展娱乐类杂志。走大众化路线 , 内容包括对影视歌明星、节目主持

人、模特及社会各界名流生活动态、事业与感情世界的透视 , 甚至涉及个人的隐秘等。同时 , 也有命

相、宗教、灵异的八卦新闻 , 以及各阶层的内幕报道 , 以满足读者的需求。以创刊的先后顺序而言 ,

则有 1986年的 《独家报道 》、1988年的 《翡翠杂志 》等。这些刊物包罗万象 , 文字通俗 , 配合彩色

及黑白的图片 , 加上部分从报纸上摘录下来的地方社会新闻 , 迎合了小市民及一些下层读者群的阅读

兴趣。

此外 , 科学类的杂志蓬勃发展 , 如 : 《牛顿 》、《哥白尼 》、《科学眼 》。还有政论性、电脑类、文

献类、社区类、宠物类等针对特定读者群的刊物 , 80年代可谓蜂拥而至。

《自立晚报 》1983年 5月 5日的 5月号出版月刊中 , 列出了一份畅销杂志抽样调查 , 估计每期销

售量在 5万份以上的中文杂志只有 《读者文摘 》 (中文版 )、《时报周刊 》和 《皇冠 》三家 , 其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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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万份以上的约有十种。至于登记的 2000多家杂志 , 定期上市发售且为读者欢迎而且经常购买的 ,

约有 100多种 , 每期发行量在一万份以上的 , 不超过 30种。③在上市的杂志中 , 《皇冠 》可能是创刊

较早的 , 1954年创刊起从未间断、脱期 , 一直保持 32开本 , 页数不断增加 , 以小说、幽默专栏、彩

色画页和照片 , 吸引相当多的初高中文化程度的读者 , 学生、家庭主妇、职业女性都是其主要的阅读

对象。《皇冠 》1965年 3月开始发行东南亚版 , 1976年 4月起发行美国版 , 这在台湾杂志界是少见

的。《时报周刊 》极富吸引力的彩色封面 , 通俗而又刺激的内容 (新闻性的社会事件报道和小说 ) ,

再加上中国时报关系企业的声势 , 发行量居于前三甲。

这一时期 , 杂志的竞争愈发激烈 , 性质、风格雷同的刊物在量上竞争 ; 新刊物的独特创意不断挑

战老刊 ; 外来的进口杂志影响了台湾杂志的市场发行 , 同时 , 在内容上 , 台湾刊物热衷于效仿美国和

日本杂志。

80年代的杂志从业人员已经普遍认识到 , 应该发展杂志的广告来促进杂志的发行。大家一致认

为 , 仅仅依赖发行收入 , 难以平衡杂志的财务收入 , 有了广告 , 即可减轻发行成本 , 又可降低杂志售

价 , 吸引消费者订阅。这一时期 , 专业性杂志的广告经营发展很快 , 妇女家庭类杂志倡导用精致的印

刷表达广告 , 以求充分表现商品的精美。稍后 , 音乐音响类杂志问世 , 创造了可观的广告量。随之 ,

医药卫生类杂志也提高编印水准 , 强化了广告功效。外销杂志的广告量已被列为杂志广告的中坚 ; 科

技资讯杂志也渐见活跃 ; 财经工商杂志成为杂志广告媒体的宠儿 , 广告经营额节节上升 , 极为突出。

台湾杂志广告开始大发展。

二、报禁解除后的台湾杂志事业

　　1987年 7月 15日 , 台湾当局宣布取消实施了 38年的戒严令 , 台湾进入一个新时期。随着戒严、

党禁、报禁的解除 , 以及两岸交流的开放 , 台湾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 台湾的杂志事业也进入了

一个全新的时期。

1988年元旦 , 台湾正式开放报禁 , 报纸数量的骤增对杂志出版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 杂志生存备

受考验。直到 90年代初 , 杂志市场才相对稳定下来 , 但很快杂志出版业又面临外来杂志的冲击。

首先 , 从杂志数量上看 , 90年代 , 在平均每天都有一种杂志被注销的同时 , 每天又都有近两种

新杂志创刊。台湾业界自称 “台湾是全世界杂志发行密度最高的地方 ”, 1988年台湾杂志有 3922种 ,

1996年增加到 5480种 , 这些杂志主要集中在大台北地区。④

其次 , 在杂志种类分布上 , 此期杂志几乎涉及各种专业及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政治形态的变革

导致杂志出版空间的全面扩展 , 随着解禁令的实施 , 过去所有的禁区皆不复存在 , 杂志中对当局的批

判、军中笑话、口水书、成人漫画等内容无所不及。90年代 , 财经类杂志稳居首位 , 其后是教育文

化类、宗教类、通信类与社会类。这五类杂志在 80年代中期以后 , 始终居各类杂志的前五名。⑤与过

去相比 , 政论类杂志影响下降 , “党外杂志 ”风光不再 , 纯文艺类杂志数量剧减 , 严肃的人文类杂志

进入了举步维艰的阶段。人文杂志中一些历史悠久、颇负盛名的杂志纷纷停刊 , 台湾商务印书馆的

《东方杂志》第五度停刊 , 有 25年历史的 《雄狮美术 》、有 30多年历史的 《幼狮月刊 》及刚复刊两

年的 《文星 》杂志 , 先后画上句号。生活类的名刊 《妇女杂志 》也退出了历史舞台。《台北评论 》、

《人间 》、《南方》、《文艺月刊 》、《台湾春秋 》、《台北人 》、《大学杂志 》、《诚品阅读 》、《岛屿与边

缘》等相继与读者告别。续存下来的杂志也处于苟延残喘的境地 , 《国文天地 》易主 , 《张老师 》月

刊又是与其他杂志合并 , 又是改变编辑路线 , 《当代 》、《文讯 》则经历了由死到生的过程。人文杂志

已经徘徊到边缘地带 , 一些新创刊的人文杂志也是不久便夭折。当然也还有星星之火存在 , 仍然有严

肃的人文期刊在创刊 , 像 《历史月刊 》、《创作 》、《新文化 》、《新地文学 》等 , 也有近 40年历史的

《拾穗 》月刊在停刊一年后又于 1989年复刊。《畅流 》、《创世纪 》与 《思与言 》分别在庆祝他们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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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35岁和 30岁的生日。《联合文学 》及通俗文艺类如 《皇冠 》、《推理 》等仍有市场。1997年 , 走

过 200期的 《天下 》杂志又推出了新伙伴 《康健 》、《e天下 》、《CHEERS》。

与此同时 , 电脑及休闲、养生、娱乐、体育、旅游等各种休闲杂志层出不穷 , 成为阅读的新时

尚。1996年 , 著名出版人詹宏志创办 《PC HOME》, 首期 10万册面世后立即被抢购一空 , 连续高居

金石堂月刊排行榜首 , 随后上市的 《电脑通 》销路也同样看好 ; 休闲旅游的杂志著名的有 《游讯 》、

《新休闲世界 》、《行遍天下 》等 ; 台湾汽车类杂志也很红火 , 数量多达十几种 , 且都有一定的销量 ,

其中 《汽车购买指南 》最受读者喜爱 , 订户超过 3万 , 每期广告收入超过 500余万新台币 , 外国同

类杂志 《MOTOTREND》也加入进来 ; 体育类杂志中棒球杂志成为佼佼者 , 许多职业球队自己创办杂

志 , 很受球迷欢迎 , 如 《虎虎虎 》、《兄弟 》等 , 此外 , 《高尔夫文摘 》也平稳生存 ; 台湾是少数几

个漫画出版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 走过漫画出版审查制度的冬天 , 台湾的漫画出版也进入了高速发展

期 , 市场长盛不衰 , 各种漫画杂志陆续纷纷出笼 , 解严以来的重要漫画杂志有 《星期漫画 》、《周末

漫画 》、《风云漫画 》、《捉狂 》、《妙妙猴小帅哥 》、《小欢乐漫画月刊 》、《TOP热门少年 》、《宝岛少

年 》、《无限少年 》、《公主 》、《星少女 》与 《花与梦 》等 , 种类繁多 , 大然、东立等出版公司是漫画

杂志的重镇 ; 地方报道及社区杂志发展迅速 , 各种会务杂志更是数不胜数。

再次 , 就杂志零售角度而言 , 90年代末期 , 财经、新闻、科技、语言、休闲与妇女服装 6大类

最受市场青睐。如果在多元中看流行 , 那么休闲、语言、科技等时尚杂志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 这在

月刊杂志中最为明显。90年代台湾市场销售最好的月刊杂志是 《美人志 》、《EZ TALK》、《甜心穿 》、

《CoCo哈衣族 》、《钱柜杂志 》、《空中英语教室 》、《大美人 》、《HERE台北情报共鸣志 》、《东京衣

芙 》、《漂亮宝贝 》、《W ink up》、《Sp ring春天时尚 》、《BODY体面杂志 》、《Taipei W alker》、《CALL

流行通讯 》、《SMART理财生活 》、《PC home》、《谈星 》、《国家地理 (中文版 ) 》、《数位时代 》、

《PC2000》、《大家说英语 》、《第三波 》、《NON - NO》、《L ive CNN英语 》等。在受欢迎的杂志中 ,

周刊已跃居第二位。《时报周刊 》、《商业周刊 》、《TVBS周刊 》、《今周刊 》、《新闻周刊 》、《先探 》

及 《新台湾新闻 》等成为周刊中的佼佼者。大开本、精致印刷、豪华装帧设计已成趋势 , 《时报周

刊 》、《独家报导 》、《翡翠 》、《第一手报导 》、《时代杂志 》、《华美报导 》等图文并茂的大八开杂志已

成稳定阵容。在台湾出版物中还开始流行新品种 ———“MOOK” (杂志书 ) , MOOK既具有杂志的内

容多样、画面丰富、连续出版的特点 , 也具有图书的主题集中及出版时限不定期的特点 , 兼具杂志与

图书两者特长。1997年 , 某些 MOOK品种已进入台湾畅销书排行榜首列。

最后 , 在经营策略方面 , 杂志出版开始走向集团化 , 外来杂志纷纷抢占台湾市场 , 杂志销售更与

图书趋同。1991年 《Forbes》的中文版 《资本家 》、法国 《ELLE》的繁体中文版 《她 》相继在台湾

登陆。之后 , 《美丽佳人 》 (Marie Claire)、 《Success》、 《NON - NO》依次到来 , 美国赫斯特

(Hearst) 集团的三大杂志 《哈泼时尚 》 (Bazzar) , 《柯梦波丹 》 (Cosmopolitan) 及 《Esquire》都进驻

台湾。1996年 10月 , 美国杂志界巨擘康泰纳仕 (Conde Nast) 公司又与桦榭文化公司合作 , 在台湾

设立分公司 (台湾康泰纳仕公司 ) , 以其作为亚太运营中心 , 并推出 《Vogue》、《GQ》、《Penthouse》

等杂志的中文版。在金石堂月刊杂志 (前十名 ) 排行榜上 , 不仅 《GQ》、《Vogue》快速占据前列 ,

《Playboy》也榜上有名。外来杂志有强大经济实力 , 又有营销经验 , 给台湾杂志带来一定冲击 , 也给

予台湾杂志许多可以借鉴的东西 , 但外来杂志并不是所向披靡 , 1997年和 1999年美国的 《Peop le》

与法国的 《首映 》两刊的速生速灭就说明了这一点。台湾杂志的集团化是许多杂志业者的必然选择 ,

现今台湾许多同类或异类的杂志经常出自同一个集团。

一些企业、集团进入杂志出版业 , 也使得集团化趋势加强 , 如 1990年味全食品、统一企业、三

商行、兄弟饭店等大公司合资创办 《职业棒球 》杂志 , 恩得集团收购 《影响 》杂志 , 安峰集团入主

《卓越 》等。从事资讯产业的宏基公司则先后创办了 《0与 1》、《第三波 》、《新电子科技 》、《新游戏

时代 》及 《资讯小子 》等杂志 , 建立了台湾最大的资讯出版集团。借助集团力量和先期创办杂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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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优势 , 进行强势冲击 , 以期在短期内迅速占领市场 , 成为 90年代杂志的一条生路。

杂志发行方面 , 杂志业者的促销手段进一步花样翻新 , 如赠品价值越来越高 , 范围越来越广。杂

志还采取超低零售价销售 , 如 《TVBS周刊 》一周两本以 50元优惠出售 , 这样的超低价促销策略对

经营者是一个考验。在促销手段上 , 还有抽奖活动、积点优惠活动、超值赠品、电影票印花、大型造

势活动、异业结盟等。书店的竞争也很激烈 , 大型书店把杂志当作一个重要的卖点。在金石堂、诚品

书店 , 杂志的销售额已占总销售额的 10%。书店都在进一步扩大杂志的销售空间。各类连锁店、便

利店也已成为许多杂志必争的销售点。过去 , 此类网点仅售一些娱乐休闲类杂志。从 80年代末起 ,

连锁药店、麦当劳、屈臣氏、唱片行等都成了各种新杂志的 “报到处 ”。为了在便利店取得一个位

置 , 杂志发行人要付出 5万到 40万元新台币的上架费 , 若要取得一个特别的陈列效果 , 还要另外付

费 , 一本新杂志想要生存 , 除了要有好的内容外 , 还必须有雄厚的资金用在宣传与打通渠道上 , 仅创

刊资金就要 2500万新台币以上 , 杂志出版 “赢家通吃 ”现象已较普遍 , 一些媒体集团纷纷创办新刊

物。

台湾杂志大多数都以广告收入为利润的主要来源。畅销时尚期刊 《侬侬 》的收入中广告占 60%。

在媒体广告方面 , 进入 90年代 , 台湾杂志的广告收入呈逐年递增趋势。1990年 , 台湾的杂志发行年

度总收入 (不含广告 ) 已达 35亿左右新台币。1996年 , 台湾杂志广告收入为新台币 39. 87亿元。

《时报周刊》1997年广告年收入达到 6亿新台币。⑥
1998年恰逢亚洲金融风暴 , 台湾各行业显得不够

景气 , 媒体广告预算精简 , 杂志及电台则首当其冲深受其害。但在这样的状况下 , 《TVBS》、《商业

周刊 》、《今月刊 》等仍在竞争中获得较大的广告收益 , 杂志广告受到了更高的认同与肯定。

三、新世纪的台湾杂志事业

　　2000年 , 杂志品种已达 6640余种 , 平均不到 4000人就拥有一种杂志。2001年 , 台湾杂志的广

告收入达到 6511亿元 , 台湾杂志有 7236家 , 但另据 《台湾杂志出版业产业总校正 》分析 , 排除停

刊、重复登记、迁移不明等因素 , 2001年台湾杂志数应在 4980余种。进入新世纪 , 台湾的杂志种类

又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名列前九名的杂志分别是会务通讯类、财经工商类、宗教类、地方报道类、医

药卫生类、教育文化类、工程类、影剧广播类与社会类。⑦

进入 21世纪以来 , 更多外来杂志陆续登陆台湾 , 《大众科学 》、《哈佛商业评论 》、《科学美国

人 》、《费加洛 》等都有了中文版 , 这些杂志的内容 , 均有不同比例的本土制作。另外 , 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 2001年 《壹周刊 》与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的进入。2001年 5月 , 香港八卦杂志 《壹周刊 》

正式登陆台湾 , 并以其一贯的作风与经营策略迅速炒响宝岛。《壹周刊 》以揭发政商名流和娱乐明星

隐私为特点 , 挑战 《时报周刊 》, 杂志创刊后一直话题不断 , 发行量因之遥遥领先 , 在台湾引起了广

泛的争议与讨论。同月 , 台湾牛顿出版公司引进大陆的 《中国国家地理 》杂志 , 出版中文繁体字版 ,

虽曾遭受台湾新闻局罚没处理 , 但其人文地理内容受到台湾读者的赞赏 , 业界对台湾当局的处理行为

极为愤慨。

与此同时 , 台湾也有少数杂志打出海外。如 《侬侬 》杂志与新加坡报业控股公司合资创办的

《C ITTA BELLA侬侬杂志 》, 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发行。《仕女 》杂志业出版中文国际版。《皇冠 》、

《新新闻 》、《PC Home》则努力在香港地区扩大发行。还有 , 联合报系所属中国经济通讯社等单位创

办了英文系列的外销杂志。

2001年 , 台湾期刊业引人注目的事件是 : 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集团先后将台湾的城

邦文化事业公司、尖端出版公司与商周文化事业公司并购。

相较于 2001年台湾期刊界的购并风潮 , 及在各类媒体延烧的八卦新闻通俗风 , 2002年的台湾期

刊业就相对清静许多 , 但也是变化多端 , 有乐有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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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 由于台湾社会的快速改变 , “速度 ”变成重要的考虑 , 比月刊速度更快的周刊及半月刊越

来越受到青睐。为适应资讯快捷服务的需求 , 《天下杂志 》、《数字时代 》改为半月刊。20多年来一

直扮演台湾财经类杂志龙头地位的 《天下杂志 》, 也感觉到若继续以月刊速度与节奏 , 已愈来愈难满

足读者与广告客户的需要 , 加上 《商业周刊 》的步步进逼 , 使得 《天下杂志 》做出了一个创刊 21年

来最重要的决定 : 从 2002年 7月 1日起 , 将月刊改为半月刊 , 诉求的重点在于 “轻松阅读 , 随身智

能 ”。另外以网络新经济为定位的 《数字时代 》也宣布改为双周刊 , 它则是强调 “逼近周刊的速度 +

浓缩月刊的深度 ”。备受瞩目的 《商业周刊 》发行人金惟纯表示 : 这些竞争者的改变意味着 “周刊全

胜时代已经来临 ”。另一本重要的政论性周刊 《新新闻 》也适时地作了定位上的改变 , 宣布改版为

“权力信息”杂志。

第二 , 网络游戏的兴起 , 使得昔日发行量低、获利微薄的计算机杂志在 2002年摇身一变成为市

场销售的主力。它们主要锁定在家庭或网吧中进行联网游戏的年轻群体。《E - p lay在线游戏情报 》

及 《Mania游戏橘子月刊 》都有为数众多的拥护者 , 其中台湾历史最悠久的游戏杂志 《计算机玩

家》, 更在 5月份新创一本专门探讨网络游戏的刊物 《网络游戏双周 》, 并以双周刊的速度服务年轻

的网络游戏玩家。这本新刊一上市立即席卷市场 , 在以年轻消费群为主的 24小时营业的超商系统 ,

一天的实际销售成绩竟可直逼一般杂志一个月的销书量。

第三 , 生活类、语言类与财经类杂志依然是 2002年度畅销杂志的赢家 , 《甜心穿 》、《大美人 》、

《美人志 》、《CO CO哈衣族 》、《空中英语教室 》、《大家说英语 》、《天下杂志 》、《钱柜杂志 》等跻身

年度最走俏的杂志。在台湾 , 英语学习一直是整个社会的集体行动 , 利用一个月一次的教学内容及搭

配广播的有声练习 , 一直是大多数英语学习者的学习方式。这个领域中以拥有 40年声誉的 《空中英

语教室 》最具代表性 , 而 《大家说英语 》则为其入门级的会话杂志。配合台湾实施英语分级检定 ,

将杂志分为高、中、初级的形态 , 《空中英语教室 》也将内容中有关进修级的部分 , 独立成另一本高

阶语文杂志 《Advanced彭蒙惠英语 》。另外 , 利用多媒体光盘为诉求的 《CNN互动英语 》也陆续增

加中、初级的杂志 : 《L ive互动英语 》及 《ABC互动英语 》, 另外也有直接以级数为刊名的杂志 , 例

如 : 《基础英检月刊 》、《初级英检月刊 》、《中级英检月刊 》。

第四 , 在杂志品牌经营上 , 采取杂志售价低价化 , 39元价格俘获人心。几年前台湾杂志的零售

价平均在 150～200元台币 , 除了新创刊的杂志会在创刊前三期利用低价促销以争取新读者注意外 ,

基本上价格多稳定在百元以上。然而 , 这几年在一般周刊、休闲性杂志及年轻流行性杂志的低价行销

趋势下 , 平均定价已逐步滑落到百元以下的价位。2002年市面上甚至有一系列的主题地区旅游杂志

书 , 统一定价在 39元台币。

在杂志品牌延伸经营管理方面 , 台湾期刊界利用原来杂志的品牌 , 推出更多内容延伸的专刊 , 以

增加特定的广告与发行收入。MOOK书继续流行 , 外文杂志特别是日文杂志销售量大幅攀升。例如计

算机杂志推出的 《数字相机 》、《烧录机 》等议题的专刊 , 汽车类杂志推出的 《F1赛车 》、《RV休旅

车 》等专题 , 家具布置月刊推出的各类 D IY主题。各种各样的 MOOK有时甚至还抢了正刊的风头。

广告业务上 , 许多新的形式开始出现。包括帮客户举办活动、座谈会、广编式报道、利用发行通路行

销客户产品 , 再利用本身的订户规模 , 打通新的广告模式。但是 , 已有 48年历史的文艺类杂志 《皇

冠 》, 宣布自 2002年元月起取消刊登商业广告 , 企图以逆向操作争取更多读者支持的方式 , 使这份发

行近半个世纪的文学杂志更加 “文学 ”。

最后 , 在 2001年香港 Tom. com陆续收购台湾的出版集团 , 包括计算机家庭、城邦、商业周刊

与尖端四个集团后 , 2002年 Tom. com将这四个出版集团整合为城邦出版集团 , 并且同时结合香港

《亚洲周刊》、大陆的三联书店、四川的 《计算机报 》以及合资公司 ———中图通文化 , 共拓两岸三地

华文出版市场。Tom. com的整合不仅希望能节省运营成本 , 更期望能在未来大中华市场扮演重要的

角色。在杂志门槛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大之际 , 泛太平洋集团总裁潘思源却收购了 《To Go旅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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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商业时代 》等杂志 , 以拥有九家杂志形成台湾新的杂志出版集团。与牛顿公司引进 《中国国

家地理杂志 》命运不同 , 侬侬集团的 《妈妈宝宝 》授权大陆山东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大陆版成功发行

试刊 ; 侬侬的关系企业 PC Home集团与大陆业者的杂志版权合作也在稳步发展。

2002年的期刊事业 , 还有一些令人瞩目的事件发生。锦绣的 《大地地理杂志 》发行权转移到秋

雨公司后引发的 “优惠订户延续风波 ”格外引人注目。曾经风光一时的 《数位周刊 》也随着网络的

低谷而消失 (并入 《商业周刊 》) , 引进日本的 《 sp ring》停刊。《文讯 》又有将要停刊的消息 , 《文

讯 》虽属国民党 , 但早已被整个台湾文化界视为公有 , 如此地位的杂志 , 却每隔几年即有要被停刊

的传闻 , 虽最终由连震东文教基金会负责解决其今后的财务问题 , 却依然令文化界心有余悸。还有个

别财经类杂志业者竟采取暗地撕毁其他杂志封面的下作手段 , 令同行震惊与愤怒。与此同时 , 杂志界

也有许多高兴的事情 , 远流出版公司引进美国著名杂志 《科学人 》, 获得一片掌声。

在经历了网络泡沫化过程后 , 台湾的网络书店进入逐渐平稳发展阶段。2002年 , “博客来 ”、“远

流博知 ”、“天下文化书坊 ”、“金石堂 ”等主要网络书店的业务都呈现逐渐成长态势。宣布其年度营

业额 114亿新台币。⑧为吸引网友 , 各网络书店不断丰富自己的网站内容与相关服务项目。“远流博

知 ”将 《中国大百科全书 》等内容上网提供网友查询 , 金石堂为网友提供了 “个人化书店 ”设计服

务 , “博客来 ”还尝试了一个 “构想预售机制 ”, 在网络书店上为 《黄潮再见 ———职棒 13年兄弟封王

全记录 》书稿找读者 , 在规定的时间内 , 如果预定数达到 800本 , 就出版该书 , 否则就放弃 (最后

因定购者为 600人而放弃 )。但值得注意的是 , 台湾销售额最大的实体书店诚品书店 2002年却大幅削

减了其所属的网络书店的投入。

2003年 , 由于台湾经济持续的低迷 , 再加上 SARS肆虐 , 使得 2003年台湾杂志比 2002年的销售

状况更不理想。台湾艾克曼知识管理公司于 2003年 6月针对全台湾一千多位 12—60岁的民众进行

“杂志阅读率 ”调查 , 结果显示 , 台湾杂志以综合类 (含艺人八卦报道 )、商业行销管理、流行时尚、

休闲娱乐最受读者欢迎。至于最常看杂志甚至购买杂志的读者年龄层是 33—54岁。⑨

平静多年的台湾文史艺术类杂志市场 2003年再起波澜。年初 , 《文讯 》得到文教基金会组织的

支持继续为台湾文学服务。同时 , 文坛又新增了多本强调文学性的杂志 : 第一本是 7月出版的 《壹

诗歌 》 (宝瓶文化 ) , 开办这本文学杂志是让孤独写诗的新世代有一个可以自由发挥的新领域 , 这是

第一本以亮丽女明星为封面的台湾诗刊 , 也是第一次结合网络与纸质 , 虚拟与现实共存的台湾诗刊。

第二本是 《印刻文学生活志 》 (印刻 ) , 这是一本以文学为主轴 , 涉及面包括美术、电影、舞蹈、摄

影等领域 , 同时包括作家新作、艺术评论等内容。第三本是 《野葡萄文学志 》 (小知堂 ) , 它强调的

是从文学的轻松面出发 , 锁定对象为年轻读者 , 通过名人及时尚人物 , 发掘他们与文学之间不为人知

的一面 , 希望激起年轻读者对文学的兴趣。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杂志 , 属性接近的 《联合文学 》、《皇冠 》、《幼狮文艺 》等 , 纷纷采取强化内

容和改版的对策 ; 此外 , 有 15年历史的 《历史月刊 》, 从 8月起也大幅改版扩增内容。市场的竞争

激烈也使得有 39年历史的 《读者文摘 》亏损严重 , 除了裁员外 , 并以更加市场化的编辑策略从 7月

起全球改版。而文化界评价很高、曾经拿过四届金鼎奖的 《古典音乐 》于 2003年划下了休止符。

国际中文版杂志在台风靡。国际中文版的杂志在 2002年下半年已经在台湾为数不少 , 而且多为

日文翻译成中文 , 如 《pop teen》、《m ini girl》、《m ini》等杂志创造了国际中文版的阅读风潮。2003年

虽受 SARS影响 , 但 《Ray》、《W ITH》、《ELLE girl》、《SW EET》等国际中文版仍大举入台 , 以其极

具品牌形象的赠品吸引消费者 , 如 《ELLE girl》创刊时即以 ELLE girl品牌的 T恤当赠品紧抓读者注

意力。而在其他杂志类别中 , 国际中文版的杂志有嘻哈为主的 《SMART MAX》及谈电子产品的

《stuff》两本杂志。可以预期的是 , 这类帮助读者快速且深度了解国外趋势的国际中文版杂志必将持

续增温。

语言类杂志仍然大行其道。《空中英语 》和 《大家说英语 》的系列杂志仍然稳居语言类杂志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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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名 , 它们在 2003年奋力主动出击 , 争取校园经营语言教材的团购市场 , 以弥补零售的不足。语言

类杂志除了在杂志中附加 CD、VCD等教材 , 之后还出现了用 MP3学习 , 2003年与网络连接互动的

语言类杂志大增 , 如 《EZ BASIC》、《SPEAK 2 ME》、《阶梯快乐英语 》、《B IZ互动英语杂志 》等等。

消费者可通过购买的语言类杂志内所附光盘上网连接 , 在网站上藉由互动教学作练习。

2003年杂志促销更是下足猛药 , 以求取生存空间。2003年杂志的平均售价约在新台币 138元左

右 , 虽然有时某些流行时尚期刊因同类型杂志竞争较为激烈 , 而将售价降低到新台币 69元的促销价 ,

但这在其他的杂志类型中并不多见 , 特别是财经或新闻类杂志。但 《商业周刊 》在周年庆时打破了

惯例 , 将价格降至新台币 49元的劲爆价 , 结果一举打败稳坐金石堂新闻类杂志冠军宝座的 《壹周

刊 》, 这也是 《壹周刊 》来台后 , 在金石堂的排行榜上首度跌至亚军的记录。赠品也是吸引消费者购

买的重要因素 , 2003年最吸引人的赠品当属侬侬集团周年庆时 , 任买两本侬侬集团杂志 , 即赠送五

天四夜的旅游兑换券的活动了。

2003上半年在 SARS的影响下 , 金石堂、诚品等几家大型连锁店的杂志销量明显下滑 , 业者为了

刺激消费 , 采取低价销售 , 并加以送礼的促销活动 , 一波接着一波而来 , 甚至有些赠品已经超过杂志

的价格。在便利商店 , 由于营业时间较长、铺货较广、便利性高 , 销售业绩起伏不大。

进入新世纪 , 两岸及大华文出版圈互动加快 , 两岸出版人分别在福州与台北开设了各自的第一家

书店 ———闽台书城与厦门台湾书店。台湾杂志公会还邀请大陆期刊界首次在台举行了 “大陆期刊

展 ”。随着我国杂志业的发展逐渐与世界接轨 , 两岸杂志各有其体制上的优势 , 台湾杂志业有其特有

的文化根基及商业化的推行手段 , 而大陆动辄数百万的杂志发行量与庞大的阅读人群 , 更是让台湾杂

志业跃跃欲试。台湾与大陆杂志界的合作势必日趋紧密 , 两岸同文同种 , 通过交流互补达到互利 , 两

岸的杂志事业将更加繁花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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