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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理论背景

1.媒体的特征

在媒体产业内部， 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媒介经营管理者

的远瞻与决策，他不仅组织分工、协调生产、决定资源 的 配

置与流动， 同时还直接或间接起着媒介内容导向的短期发

展目标与长期战略规划，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2.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分类

第一，权威关系型。 政府与媒体关系基本特征是高度集

权，媒体对政府的讨价还价的能力极小，换言之，媒体 成 为

政府的喉舌。
第二，关系依存型。 各部委之间的管辖范围有严格的区

分，而且各部委之间存在监督与制衡的关系。
第三，规则依存型。 政府与媒体关系始终保持公平交易

的原则，政府的法律，措施完全透明，政府是公共权力 的 代

表，对所有的媒体产业一视同仁，不与任何媒介渠道保持特

殊关系。
二、我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现状

1.政府对媒介产业的适度调控必不可少

市场机制不能确保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同时媒体本身

有“先入为主”的衡量标注，对具有重大新闻价值的讯 息 等

短期效益比较灵敏，对涉及到周期长、见效慢或效益比较间

接的可投资项目，反应则较迟缓，如教育产业，市场对 其 调

节就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政府引导和超前实施。
2. 政府宏观调控要防止“政府失灵”
所谓“政府失灵”实际上是指政府作 用 存 在 局 限 性，政

府本身有某些缺陷。 政府行为失灵的主要原因有：信息不足

或信息丢失，决策者能力有限，决策者受利益、环境等约束，
政府制定决策的过程并非是在真空状态， 决策信息在传输

过程中失真等。
三、我国现阶段政府与媒体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政府微观干预过多。
中国仍处于传统媒介经营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

营模式的转型期， 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地方政

府基于政绩取向的微观干预行为时有发生。 媒介经营自主

权得不到落实原因最主要的三个因素是：(1)媒体留利少，自

有资金不足；(2)各级政府及媒体主管部门规定的限制过多；
(3)媒体融资渠道少，筹措资金难。

2.市场法制建设有待深化。
市场经济因其经济关系的契约化、媒体行为的自主化、

宏观调控的间接化、 经营管理的制度化以及竞争的公平和

公开化，必须通过系统、完备、严密的法律来调节、制约其运

行。
3.政府机构膨胀。
由于政府对媒介产业的微观 经 济 活 动 管 得 过 多 过 细，

并按经济活动领域设置管理部门。 所以，随着我国经济领域

的扩展和主流媒体产业规模的扩大， 政府的各种经济管理

机构也随之逐渐膨胀，造成部门林立、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官僚主义严重、效率低下。

4.职业经理人市场尚未形成。
媒 介 产 业 改 革 不 仅 要 实 现 产 权 在 不 同 主 体 之 间 的 自

由、顺畅、合理的流动，还应实现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具

有现代市场意识并掌握专业技能、 管理知识丰富的职业经

理人便成为了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必要

条件。 正所谓“千金易得，一将难求”。
四、改善我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思路与对策

1.新时期政府与媒体关系中政府的角色定位

(1)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公平竞争。 真正实现优胜劣汰的

市场机制。 (2)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维持经济稳定与增长。 调控

应借助市场化手段，要依法进行，而不是靠行政命令。 (3)发
挥经济信息服务功能。 及时、公开地向全社会提供经济信息

和市场信息。
2.针对上述问题的体制改革对策

(1)推进法制建设，完善制度供给。
第一、 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

与新闻体系框架。 第二、 有一些领域尚未建立相关法律法

规，应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工作。 第三、加强司法队伍建设，严

格执法，大力推进政府部门的依法行政。
(2)精简政府机构，尽快向规范化转变。
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直接阻

碍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 政府机

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 范 的 行

政管理体系，建立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逐步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媒介行政

管理体制。
(3)努力建设和完善媒介职业经理人市场。
第一、就政府而言，应大力营造有利于媒介职业经理人

集聚和脱颖而出的外部环境， 政府应组织建设若干个专门

的职业经理人才市场， 并建立起经理人的信息网络并实现

联网。 第二、就媒介职业经理人阶层而言，应通过媒体行业

协会形成自己的行规，实现行业自律，从而对成员的行为形

成有效的约束。 第三、高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 政府应鼓励

和引导高校大胆地进行教学改革， 培育更多符合中国实际

要求的经营管理人才。
五、处理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重要意义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正处于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转轨时期 ,转变政府的职能 ,建立新型的政 府 与 媒

体关系同样是我们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方面,作为转

型的发展中国家,其市场机制的发育还很不完善,同时，媒体

成为影响舆论导向的主要因素，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植。 另一

方面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推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 ,而 在 向 市

场经济体制转型,意味着政府和媒体关系的重新确定。 因而

对中国来说, 如何界定政府与媒体关系较一般的国家更复

杂，更艰巨，也更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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