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传媒蛋糕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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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传媒市场是 一块诱 人的大

蛋糕
,

它不仅有庞大的潜在受众群
,

而

且更重要的是它 有巨大的发展潜 力尚

待挖掘
。

这也 就使 中国传媒 市场 成 了

世界传媒 巨 头垂涎三 尺 的美味蛋糕
。

他们从 中国的香港
、

台湾人 手直逼 大

陆市场
,

而此 时的 大陆 传媒也正 在摩

拳擦掌强壮 自己 的媒体实力

中国媒介市场环境分析

媒 介是 一 种环 境的生物
,

正 是中

国改革 开放的环境造就 了中国的媒介

市场 事实上
,

中国媒介市场 的培 育几

乎 是 与 中 国改 革 开 放 同 步进 行 的

19 7 9 年 l 月 2 8 日
,

上海 电视 台播出

了新中国的第一条商业广告 此后
,

在

中国媒介 中出现 的事业单位 企业化管

理
、

扩 版热
、

都市报热
、

办子报 (台 )
、

搞
“

三 产
”

、

成立报业集 团
、

报业 大战
、

成

立 广电集团等现 象都是在当时的社会

大环境前提下进行 的
。

从 总体上 来看
,

目前我 国 的媒介

市场 及其环境 主要有以 下 几 个特征
:

第一
,

媒介产 品供需存在 着矛盾

从供给方 面 来说
,

几乎 每个城市 家庭

都 可 以收到 儿 十 个电视频道
,

一 些城

市 的 报 刊 数 量 更 是 让 买 报 人 不 知 所

措
,

媒 体数量的迅速增 长 导致 了栏 目

的雷同化
、

广告投放的分散化 等结 果

有调 查显 示
,

19 9 7 年
,

6 8 % 的媒体广

了媒介资源 的浪费

第二
,

国 际传媒虎视国内市场
。

虽

然我 国的传媒 市场一直是处 于 一种特

殊的保护状态之下
,

但是
“

保护 伞
”

在

这个媒介不断走向全球化 的今天也并

非 固若金汤 9 0 年代以 来
,

国内外 资

本或追踪着 中国 改革开放 的步履
,

或

借助行政法规 的 不 确定性
,

或 透过现

行政策 的缝隙
,

或越过产业之 间模糊

的边界
,

渗入 了我国的传媒市场
.

而早

在 多年前
,

他 们就 已经在我 国的香港

和 台湾地 区 登陆
,

对大 陆形 成 一种
“

卫 星 辐 射
”

的 态 势 例 如 19 93

年
,

新 闻集 团 总裁默 多克 以 5
.

35 亿

美 元 从李 泽楷 手 中购得 香港 卫 视之

后
,

便开始了他在亚洲的
“

圈地
”

运

动
。

在 台湾省
,

卫星 电视 与和信超媒

体宣 布双 方成立 各 占 5 0% 的股 份 合

资公司
,

共同开发 台湾地 区互动 电视

服务平 台 而同时
.

香港和台湾的大

媒体集团也 盯 上 了大陆媒介市场
。

如

台湾最大 的杂志 出版集团 PC h o m e
平

O孙惹英

告时 间或版 面供求平衡
,

2 9 % 的媒 介处 于
“

供大 于

求
”

状 态
,

仅 3% 的媒介
“

供不应求
” ,

这 就表明
,

媒 介

正处 于 一 个 从卖方市场 向买 方市场转 变的 过程
。

另

一 方面
,

对于 需求方来说
,

媒体 之间的 互相 竟争
、

生

产 水平 的提高
、

制作技巧 的发展
、

互联 网的普及 等因

素使媒介产 品 的需求 者对产 品
.

的要 求越来越高
,

人

们需要 媒介能提供 多样化
、

个性 化
、

互动化的 服 务
,

而雷 同的新闻节 目
、

雷同的 电视连续剧场
、

雷同的栏

目 和版式远远 不 能满 足 现代 人们 对媒 介 产 品的需

求
〕

所 以
,

一 方面是数量 上 的供 大于 求
,

另一 方面又

是质量上的供 不应求
,

这种 在供需 之间的结构不 平

衡
,

使我 国 目前的媒介仍 处 于 一 种 无序竞争的状态

之 下
,

表面 上 看竞争是沸沸腾腾
,

而实际 上却 没有 合

理地利用新闻资源
、

频道 资源等
,

在某种程度 上造成

I 面出版集 团 目前就在 中国大陆 已 向 4

} 本杂志投资
:

另外
,

成立专业媒介购

} 买公 司也 是 国际媒体进 人 中国 媒介市

! 场 的一 个突破 口
,

跨国广告集团投 资

} 成立 的购买公 司等都对中国的媒介市

} 场构成 了一种 冲击

一

一
- 口 第 三

,

国 内媒 体开始着手 整合 资

源 19 9 6 年
,

中 国大 陆第 一家报 业集

团广州 日报报业集 团成立
,

开始 了大陆报业资源 的

整合之路
;

此后
,

先后 又 有十 几 家报业 集团成立
,

使

媒 体的各类资源包括品牌 资源
、

资金
、

技术
、

人才等

得到优化配置
,

提高
一

r 我国报业的整体竞争能 力 现

在正在进行的广 播 电视 媒体 的 整合也 是 如 此
、

国家

广 电总局 局 长徐光春在参加 九届 全 国人大四 次会议

时表示
,

国 内广 电机构正 在进行改革
、

重 组
,

计划组

建几 个 国家 级 大 型 广 电
“

航 空 母 舰
” ,

以 应 对加 入

W T O 后 可能面临 的境 外传 媒 的挑战
。

2 00 0 年 12 月

成 立 的湖南广播影视集 团 和今年 4 月 19 日成立 的

上海文 化广播影 视 集团
,

都在朝着跨平 台
、

跨媒体的

传媒
“

航母
”

发展
几

同时
,

我们的媒 体集团也已经开 始

走 出 大陆
,

2 0 00 年 9 月
,

羊城晚报报 业 集 团 属 下 的

在香港 的合作企业
“

羊城报业
” ,

以 7 0 % 的股权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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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市公司 T o m
.

C o m 2
.

3 6 亿港元
,

实现 了资源的

优化配 置
,

直接进 人 了网络经济
,

并积 累了资本运营

一
断间改 . 纵 . 谈

的经验
,

充分体 现出集团在全球化背景下 参与新 经

济的长远 眼光
C

国际传媒进军中国的行为及特点分析
让我们来看一看近年来国际媒体集团对中国媒介 市场 的主要行动

。

时时间间 国际传媒名称称 进入中国的方式式

1119 8 000 美国 ID G 公司司 与中国合资成立中国计算机世界出版服务公司
,

出版发行 了(计算 机世界》报
、

《微电脑世世

界界界界》《网络世界》《家用电脑世界》等 16 种 与信息技术有关的出版物
,

占 4 9 % 股份
,

拥有 18 0000
万万万万读 者

,

在 IT 媒体集团中雄居第一
。。

美美美国 Z iff D a v isss 投资创办《个 人电脑》《每周 电脑报》《电子与 电脑》《计算机产 品 与流通》
。。

(((((Z D )公 司司司

美美美国时代华纳纳 投资出版《时代文摘》杂志
,

用版权合作形式将《商 业周刊》和《财富》中文版公开 在中国发行
。。

1119 9 333 新闻集团团 以 5
.

3 5 亿美元购买香港卫星电视 (ST A R )
,

创办了 C han ne l【V j音乐频道
。。

新新新闻集团团 与人民 日报建立 C hi lla bv te 信息公司 (最近 与 ID G 联盟
,

由 ID G 属下的天极网介入管理 )
。。

新新新闻集团团 在网易占 8
.

5 % 股份
,

在人 人媒体 占 14 % 股份
---

1119 9 555 德国 贝塔斯曼集团团 在 上海与中国科技图书公 司合资建立一家 以 开展读者俱乐部业务为 主的发行企业
—

上上

海海海海 贝塔斯曼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

目前已拥有 100 多万会员
,

19 9 9 年销售额达 l 亿多元
。。

法法法 国桦榭勒柏契契 其《E LL E 世界时装之苑》与中国 杂志合作出版
,

投 资数千 万 元
,

内容涉 及时装
、

体育
、

健康
、、

出出出版公 司司 汽车等
二二

日日日本主妇之友社社 与《瑞丽》系列杂志建立业务关系
,

编辑或提供部分稿件和 图片
:::

222 0( 》111 美国 ID G 公 司司 投资 100 0 万 元办中文版《IT 财富》》

222(X) lll 新闻集团团 入股中国著名的电信运营商—
网通

---

222(X) lll 新闻集团团 其 卫星 电视与台湾和信超媒体联 合成立各 占 5 0% 股份的合资公 司
,

共同开发台湾地区 互互

动动动动电视服务平台
。。

维维维亚康姆 ( V : a e o m ))) 与中国 大陆 38 家 有线电视台签约
.

播放其
“

天 籁村
”

等 MT V 音乐 频道的 节 目
。。

维维维亚康姆 (V la e o m ))) 与唐 龙文化公 司联手推出 儿童频道 Ni
c
kel od eo n .

欲在中国大陆落地地

EEEEE SPNNN 与中国 3 3 个地方有线电视台签 协议
,

转播中国足球 甲 A 联赛
。。

222 0 0 111 AOLLL 与中国联想集团成立合资公 司
,

共同在中国市场发展 消费者 互动服务业 务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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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的

、

涉及意识形态领域很少的边缘 内容
。

这表面 上看

是碍于我 国的政策
,

但实际上这些领域则是它们在

中国的很好 的
“

试 金石
” ,

这些 内容也 在某种 程度上

满足了我国人 民对精神文化方面 日益增 长的需求
。

第三
,

内容本土化倾向
。

雷石东曾说
, “

我们到中

国推广 MTV 并不是把美国的音乐带到中国
,

而是用

我们的技术 和经验 开发 中国音乐 ; 我 们希望 包装 出

更 多如那英
、

孙 楠那样 的中 国歌手
,

让世 界 了解 他

们
。 ”

国外 的媒体来到中国
,

首 先是要打开市场
、

扩大

品牌影 响
,

他们都选择 了内容本土化这一招
。

第 四
,

互 惠互 利原则
。

M TV 免 费 向中国大陆 38

家有线 电视 台提供带 广告的音乐节 目 ; 贝塔斯曼集

团则在 为 自己 拓展 了 中国市场 的同时
,

也为 当地 的

出版社
、

中国科技 图书公司
、

邮政系统带来 了相当的

销售额和客流量
。

另外
,

这些 国际传媒集团大多都可

以按照本地 的规定缴纳 税款
。

第五
,

业 务拓展能力强
。

这些 国际传媒集团在 资

金
、

技术
、

人 才
、

业 务
、

管理等方 面都有着
.

巨 大的优

势
,

它们现在的行 为只 是为它们将 来 的行 为探路
,

一

旦政 策允许
,

隐藏在
“

乖巧
”

表 面背后的
“

野心
”

便会

暴露出来
:

这样看来
,

上 面所说到的他们的那些姿态

不知是开拓 市场的需要 还是一种虚伪的谋略 ?

中 国 应 战 分 析

我们应该看到
,

媒介市场 日趋全球化
,

最终 的赢

家将是拥有 全球资源和跨 国
、

跨媒体平 台的超级传

媒公司
。

如果按照实力来 比较
,

中国的传媒尚没有一

家可 以 与这些 国际传媒 集团相抗衡
,

AO L 每年的收

入是 4 00 亿 美元
,

而 中国最 大的媒体
—

中央 电视

台去年的广告收人也只有 50 亿元 人 民 币
。

而从发展

潜力来看
,

中国 传媒与 国外传媒 的 差距 也正说明 了

它蕴藏着巨 大的商机和潜力
。

所以
,

当认识到我 国传

媒现状的优 劣势之 后
,

我们便可 以更好地制定应付

这场媒介市场竞争 的战略了
。

首先
,

加快发展 自己 的大型综 合性媒体集 团 和

跨国集 团
。

人类消费活动的全球化趋势
,

客观上要求

把各国生产活动推向全球化 合作
。

而 国际上大 的传

媒企业都是 巨型 跨 国大 集团
,

并且 完全打破行业界

限实行综合性经营
。

所以
,

我们不仅要在 全国范围内

整合媒体资源
,

通过 国内的连 锁经 营
、

跨地 区经营
、

跨行业 经营等方式培植起 自己 的传媒 旗舰
,

还要把

它推向世界
,

让我们优秀的中华 民族文化传到世界

更多 的 地方
、

其次
,

解 放思 想
,

以 积极的态度寻求 国 际合作
。

在不影响 自身利益的前 提下
,

以 适 当的形式与 国外

的大媒体集团公平合作
,

这样有利于借助这些跨国

公 司的全球化信息 网络 和销售网络传播 中国文化
,

从而避 免走按照现有产业水平逐步升级所需的高成

本发展道路
。

第三
,

强化民族意识和 民族观念
C

在 中国 即将加

人 W TO 之 际
,

作 为国际商品和文化贸易的一部分
,

国外传媒对 中国媒介 市场的争夺 战
,

表面 上看是 以

市场为导 向
、

以 产品竞争为手段
、

以盈利 为目标的纯

经济行为
,

但是这种行 为所 造成的影响却不 只是经

济性 的
,

还影响到了精神领域
。

我们要制定一系列行

之有效 的法规来保障我 们的媒体在全球化进程 中
、

在打造国 际性大型媒体的过程中
,

坚持以 国 家利 益

和 民族利益为重
。

第 四
,

发挥本土优势
,

显示我 国传媒业的比较竟

争优势
。

在这场传媒蛋糕之争中
,

中国的传媒业 占据

了东道国的优势地位
,

它们对 自身环境 和受众以 及

政 策等的 了解程度超过 了任何一 个国际传媒集 团
。

另 外
,

我们的 文化底蕴较深厚
,

文化 资源 丰 富
,

劳 动

力成本较低
,

市场开发空间广阔等比较优势
,

都是我

们的传媒业 应该加以 充分利用 的
。

如果我 们可 以 与

国外大 型媒体合作
,

将 独特的文化察赋和雄厚资本
、

高新技术
、

先进管理和 成功经验结合起来
,

完全 可以

在未来 的竞 争和分工 中发挥 出传媒业 的比较优 势
,

赢得更大的市场
,

形成更有 力的竞争态势
。

第五
,

建立起一 套既能合理有效地利用 国外传

媒 资源
,

又能保护 国内传媒 的利益
,

尤其是 党 和国

家
、

人民的利益的具有全球化战略高度 的涉外型 文

化经 贸法 律政 策体制
,

以解决在媒介全球 化进程 中

产生 的利益 冲突和纠纷
,

以法制化 的手段 来切实保

护处 于 开放条件下 的民族文化
。

全球化 为我们提供 了同时利用国内和 国际两种

资源 的 可 能
,

就看我们 如何 利用 了
,

也就是说
,

全球

化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传播观念
。

立足本国
,

放眼全

球
,

发展 自己的国际性传媒集 团
,

最终 以实力来赢得

市场
,

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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