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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传媒共同市场” 的构建，是

“一国两制”政策之下两岸深化交流合作

的必然选择。2008 年，厦门大学新闻传播

学院院长张铭清教授提出“‘一国两制’
下的新闻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课题，开始

了“一国两制”下的两岸传媒交流合作的

探索。“两岸传媒共同市场”的核心在于

传媒资源依托市场经济规律实现自由流

动和优化配置，最终达成两岸传媒业的良

性发展。
鉴于两岸传媒体制的差异，构建“两

岸传媒共同市场”需要试点先行先试，海

峡西岸经济区具有对台交流合作的天然

优势，作为海西主体的福建省，更是发挥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先行先试政策实施

的重点区域。
按照目前广为接受的说法，“先行先

试”最吸引人之处,“便是以‘试验’的名

义向地方让渡了中央的部分职权, 使地方

在完善市场经济的探索中拥有更大的自主

权”①。即先行先试权是中央向地方下放权

力的结果,拥有先行先试权,也就意味着拥

有了更多的地方自主权。②具体到海西层面

而言，先行先试政策并不是现成的，是可以

根据海西乃至福建传媒业的实际进行制定

的，先行先试政策需要在“试错”的过程当

中不断完善，继而为推动“两岸传媒共同

市场”的构建发挥巨大作用。
本文将通过梳理现有的关于先行先

试政策的理论文献与官方文件，研究先行

先试的权力与原则，结合两岸传媒发展情

况，从政治、经济与文化等角度探索福建

传媒业如何利用好先行先试政策。
一、政策层面的先行先试

1、现有政策梳理与问题分析

就政策层面而言，从宏观来看，2009
年 5 月 14 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支持福

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和 2010 年 6 月

29 日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和海基会董事长

江丙坤签署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

协议》（以下简称“ECFA”）为福建传媒

业的先行先试提供了政策保障。《意见》
对于海西的四个定位中，第一个就是两岸

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试区域，要求发挥海

峡西岸经济区独特的对台优势和工作基

础，努力构筑两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

实施先行先试政策，加强海峡西岸经济区

与台湾地区经济的全面对接，推动两岸交

流合作向更广范围、更大规模、更高层次

迈进。旨在消除两岸投资和贸易障碍的

ECFA将有利于两岸传媒资源的流动与优

化配置，为传媒合作提供了机制保障，促

进两岸传媒合作向产业化方向发展。

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引导下，2009 年 7
月福建省通过了《福建省贯彻落实〈国务

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

济区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2009 年

8 月，厦门市通过了《厦门市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加快建设海

峡西岸经济区决策部署的实施意见》，明

确提出发挥在海西建设中的先行先试和

龙头示范作用，特别是在对台工作上先行

先试，全力打造两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

台；③2011 年 11 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平潭综合实验区总

体发展规划》，同意平潭全岛放开，并在通

关模式、财税支持、投资准入、金融保险、
对台合作、土地配套等方面赋予平潭综合

实验区更加特殊、更加优惠的政策。
然而，纵观现有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政

策文件，对于两岸传媒合作的规划只有寥

寥数语，仅仅停留在媒体互设常驻机构等

方面，各项意见与规划的着重点均在于经

济领域的合作，对于传媒合作的设想明显

不足，政策层面的缺失将不利于福建传媒

业对于先行先试政策的有效利用。
2、政策层面的改进空间

在政策层面，首先应当进行全面细致

的规划，从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到方法步

骤和保障措施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考量，

○于鹏飞 唐思涵

福建传媒业如何利用好先行先试政策研究

【摘 要】随着两岸交流的深化发展，构建“两岸传媒共同市场”的时机已经成熟。海峡西岸经济区有着对台交流合作的天然优

势，是两岸传媒合作先行先试的良好选择。福建省作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主体，其传媒业能否利用好先行先试政策将会对“两岸传媒

共同市场”的构建产生巨大影响。本文重点通过研究先行先试权的现实情况，结合福建传媒业现状，从政策制定、平台利用与文化合作

等角度对海西传媒先行先试的现有政策和未来可能的政策进行前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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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方实际情况进行政策制定，利用好

国家赋予的政策优势进行探索与实践，大

胆尝试，拓宽合作思路与路径。
两岸媒体互设办事处作为传媒合作

的优秀成果应予以政策保障与支持，使其

成为常态化的合作形式，将十分有利于加

强对两岸的深入采访和全面客观报道，降

低媒体的运营成本，并且有利于媒体人的

个人生涯规划，这是两岸媒体和媒体人多

年的夙愿。
二、利用经济交流平台与政治活动的

先行先试

近年来，福建在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

建设中，依托闽台“五缘”优势，积极拓展

“六求”作为，充分用好中央赋予的政策，

在两岸产业对接、农业合作试验、直接往

来通道建设、旅游双向对接和惠台政策实

施等方面，构筑了内同比较齐全、功能比

较完备、影响日益扩大的交流活动体系。
“9·8”、“6·18”、“5·18”、花博会等综合

性、行业性众多的对台经贸合作平台，正

朝着多样化、系统化、高效化方向发展。
两岸多样化的经贸合作往来为传媒

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两岸传媒业可利用常

态化的经济交流平台展开深入合作，拓展

合作的形式与内容。以经贸合作活动为契

机进行共同报道，通过交换图片和互换版

面等形式展开合作，以经贸合作平台为基

础搭建传媒合作平台，形成常态化合作机

制。在制度的保障下，两岸传媒业可以进

行丰富的交流合作，不断增进默契与信

任。通过不断拓展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加

强合作平台建设，从依托阶段性经贸活动

的被动合作向独立自主的长时间主动合

作发展，两岸传媒主动挖掘优秀题材共同

报道，推动传媒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

置，以经贸合作为起点，向传媒共同市场

的目标不断前进。
除经济交流平台之外，两岸的重大政

治活动同样是媒体合作的良好契机，从报

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到以网

络为代表的新媒体，两岸传媒可藉此实现

全方位、高水平的深度合作。
三、以文化交流带动先行先试

闽台两地有着地缘近、血缘亲、文缘

深、商缘广、法缘久的“五缘”优势，得天

独厚的优势条件与支持加快海西建设的

多项政策，将会为福建传媒业的先行先试

带来巨大机遇。从中央到地方的各项政策

与意见，均将闽台文化产业合作作为一项

重要内容与发展目标，如何利用好文化产

业优势政策来实现传媒合作是福建传媒

业的巨大机遇与挑战。
一方面，福建传媒业要深入挖掘对台

文化资源，寻找传媒业合作的最佳契合

点。两岸媒体共同努力对一些重点文化合

作项目展开常态化报道活动，增强两岸同

胞的情感联系，为传媒资源的自由流动提

供空间。除深入挖掘文化资源外，两岸媒

体要充分利用好现有的文化合作平台与

传媒交流对话平台，如两岸媒体高峰论

坛、两岸新闻传播高峰论坛、海峡两岸新

闻与传媒论坛等交流与媒体平台。
2011 年 6 月 27 日，第二届海峡两岸

新闻与传媒论坛在厦门举行，来自海峡两

岸各高校和媒体的近百名新闻人就“后

ECFA 时代下两岸新闻的交流与合作”这

一主题进行探讨，并产生了许多对两岸传

媒交流有指导意义的成果。在此次论坛

中，与会者提出了许多可操作的问题，内

容涉及广泛，从媒体人才培养、媒体常态

化交流到传播理论建构进行了全面的探

讨与建议，如两岸设置驻校专家联合开设

共同的课程；两岸媒体互设常驻机构；成

立海峡两岸新闻与传播理事会作为常设

机构，使两岸新闻交流从单一项目交流向

有组织架构的制度化交流转换；两岸携手

建构“中华传播理论”等。
现有的文化与传媒交流论坛是两岸

传媒业合作的珍贵平台，福建传媒业应利

用好这些优秀平台，广泛参与其中，从理

论建设到新闻实践不断发挥先行先试的

政策优势，为推动“两岸传媒共同市场”
的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要加快对台文化产业的发

展。必须高度重视文化资源所具有的经济

价值，将其充分挖掘,使之形成文化产业,
以文化经济活动来推动文化建设和文化

发展④，促进两岸传媒资源的流动。福建传

媒业与台湾媒体相关行业展开合作，制作

各种题材的广播电视节目，开展合拍、协
拍影视剧工作，进而合作成立影视公司与

基地，共同发掘文化资源。通过多种形式

的合作，两岸传媒业向着常态化的深度合

作不断发展，为传媒共同市场的构建奠定

文化与产业基础。
福建传媒业要利用好先行先试政策，

首先要在政策层面进行先行先试，结合已

有经验与国家大政方针，大胆尝试，全面

规划；将两岸传媒互设办事处予以常态化

与机制化，为进一步深化合作提供基础与

思路。其次要利用经济交流合作平台，构

建传媒合作平台，从事件共同报道向稳定

长期的合作模式发展。最后，要注重以文

化交流带动先行先试，利用闽台同文同祖

的文化优势，在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制作

等方面展开形式丰富的合作。福建传媒业

利用好先行先试政策，将会对闽台传媒合

作发挥积极作用，继而为海西传媒先行先

试乃至海峡两岸传媒共同市场的构建奠

定基础、提供经验、开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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