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黨報集團化發展之差異 

第一節 新聞內容與寫作方式 

一、會議新聞的寫作差異 

本研究將關於“兩會＂新聞的報導方式分為：一般新聞、新聞分析、

社論、短評、圖片以及其他等五個類目。從數據中我們可以發現，在為期

12天的“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以及全國政協代表三次會議＂新聞中，《廣

州日報》與《人民日報》在報導方式上有很大的不同。（見表 4-1） 

 

表 4-1《廣州日報》與《人民日報》“兩會＂新聞報導方式之比較 

 人民日報 廣州日報 
 次數(則) 百分比(%) 次數(則) 百分比(%) 
一般新聞 609 74.4% 168 89.4% 
新聞分析 22 2.7% 3 1.6% 
社論 19 2.3% 1 0.5% 
短評 45 5.5% 5 2.7% 
圖片 78 9.5% 2 1.1% 
其他 46 5.6% 9 4.8% 
合計 819 100.0% 188 100.0%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抽樣時間 2005 年 3月 4日-3月 15日 

《廣州日報》在為期 12天的會議裡，總共報導了 188則“兩會＂新

聞，其中主要都是以一般新聞的寫作方式報導，比例高達（89％），缺乏

分析、評論以及圖片式的新聞報導（比例都不高，社評的比例甚至低於

1%），可見他們對於會議報導的方式，十分的單一。且只將“兩會＂新聞，

當作一般的新聞來報導，不再像過去對於國家會議及政策宣傳的重視，黨

報色彩漸漸褪去。108

                                                 
108 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全國政協代表第三次會議，開幕的日期並不同，全國政協的開幕

日期為 2005年 3 月 3 日閉幕日期為 3月 12 日，而全國人大的開幕日期為 2005年的 3月 4日，

閉幕日期為 3月 14 日。但由於大陸報紙在報導全國性會議新聞時，許多的新聞來源都來自於新

華社，因此出現了 3 月 4 日報導 3月 3日消息的情況發生。因此，本研究的抽樣日期均為 2005

年的 3月 4日至 2005年的 3月 15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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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日報》方面，雖然其對於“兩會＂新聞報導方式，也以一般

新聞的模式最高（74.4%）。但在其他的報導方式上，比例與《廣州日報》

相較起來，較有變化。其中以圖片方式，作為報導方式的比例排第二，這

樣的報導方式，是以圖片搭配簡短的文字，取代冗長枯燥的文字敘述。這

樣的報導方式，被大量的運用在今年“兩會＂會議期間，報導基層代表聲

音的專刊上，可以說是《人民日報》報導“兩會＂新聞的一大特色。 

而從表 4-1 也可看出《廣州日報》與《人民日報》在“兩會＂期間，

對於“兩會＂新聞報導的數量上，有很大的差異，《人民日報》在相關報

導上的數量足足是《廣州日報》的 4.3倍，數量十分的懸殊，可見兩報對

於全國性會議新聞，重視性上的差異。 

除了新聞寫作的方式外，研究中還針對新聞內容來做比較。長期以

來，大陸黨報報導的寫作目的，經常缺乏新聞事實，充滿宣傳論調，在報

業商業化後，已開始出現純淨新聞報導。而在大陸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於「十

六大」上公開要求，「宣傳思想戰線必須堅持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

群眾」後，純淨式的新聞報導，越來越普遍，成為了各黨報內新聞內容的

主流意識，也成了報社能提升與民眾間的親和力的重要工作指標（見表

4-2）。 

表 4-2 《廣州日報》與《人民日報》 “兩會＂新聞報導內容的比較 

 人民日報 廣州日報 
 次數(則) 百分比(%) 次數(則) 百分比(%) 
純淨式新聞 754 92.1% 171 91.0% 
宣傳式新聞 65 7.9% 17 9.0% 
合計 819 100.0% 188 100.0% 

資料來源：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抽樣時間 2005 年 3月 4日-3月 15日 

    另外，本研究還統計出今年“兩會＂期間，《廣州日報》與《人民日

報》在報導相關“兩會＂新聞時，數量上的變化，更加深入探討在新聞寫

作方式及報導內容類型外，兩報對於全國性會議新聞報導的重視度，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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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廣州日報》與《人民日報》會議期間“兩會＂新聞報導數量變化圖 

其報導策略。 

由（圖 4-1）可以明顯的看出，《廣州日報》與《人民日報》在“兩會＂

期間，每日相關新聞量的變化，縱軸代表的是在“兩會＂期間，相關會議

新聞量，每日佔報紙總新聞量的比例;橫軸則是代表會議的日期。藉由圖

4-1，可清楚的知道相關新聞量的配置，以及代表之意涵。另外，由（圖

4-1）兩條曲線的弧度，可以明顯發現《廣州日報》與《人民日報》，在“兩

會＂相關新聞報導策略上的不同，也間接顯示兩報社編採的方針。 

在（圖 4-1）裡可發現，《廣州日報》在“兩會＂期間，每天“兩會＂

相關新聞的數量，上下變化的弧度不大，可以說是十分的平均。唯有在 3

月 13 日這一天，“兩會＂新聞數量突然攀高，究其原因，主要來自於 3

月 12 日為全國政協十屆三次會議閉幕，且當天最熱門的新聞議題為，大

陸國家總理溫家寶，批准董建華辭去香港特別行政區行政長官職務，並轉

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相關的祝賀報導，及新的香港特首接替人選的報導，

使得這一天的“兩會＂新聞數量，到達會議期間的最高點，形成了一個高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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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日報》方面，新聞量的變化弧度就比較明顯，分別在 3 月 6

日、3月 11日以及 3月 13日這三天創造了三個高峰。《人民日報》在 3月

6 日這一天，以大篇幅版面，短篇報導的方式刊登「全國政協十屆三次會

議分組討論委員發言摘要」。一個版面排放了約 24則左右的新聞；3月 11

日這一天，主要的議題為「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主席團舉行第三次會

議」，以及「全國政協十次三次會議舉行舉行第四次全體會議」，致使「兩

會專刊」、「兩會縱橫」以及「兩會建言」上的相關新聞，數量增多。3 月

13 日則是以專版的方式，刊登了約 22 則「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代表發言摘

要」以及全國政協十屆三次會議閉幕等相關新聞。《人民日報》在會議期

間創造的三個新聞量高峰，都是源自於在原有的特刊報導外，加入了代表

發言的個別摘要所致。 

以上所述，可以發現，《廣州日報》與《人民日報》在報導“兩會＂

新聞的選擇上並不同調。在過去大陸官方嚴格的控管下，黨報的宣傳口徑

是遵從著上下從屬原則，一致性相當高的。大陸官方組建報業集團的目

的，是希望藉由報刊整合，進而達成統整黨報一致的宣傳口徑。隨著市場

化的深化，要達到大陸官方所要求「宣傳口徑一致」的目標，將越來越難

以達成。 

 

二、版面分配的差異 

在過去大陸黨報在版面內容的編排上，主要以黨政新聞、政策消息消

息以及政治教育為主。109隨著報紙進入市場，個人自費定報和零售比例逐

年激升後，滿足讀者的需求，成為了各報社，編採的最高原則。觀看報紙

版面新聞類型的分佈，可以清知道其報社的定位在哪裡？是否面向市場以

市場導向為主，為大眾服務。本研究針對《廣州日報》與《人民日報》於 

 

                                                 
109 中國新聞年鑑 2004，北京：中國新聞年鑑出版社，頁 358-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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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兩報重要會議期間，新聞內容版面配置比例 

類目 人民日報 廣州日報 

 次數(則) 百分比(%) 次數(則) 百分比(%) 

黨政新聞 864 50.9% 191 7.0% 

投資經濟 121 7.1% 397 14.5% 

國際外交 147 8.7% 227 8.3% 

民生市政 125 7.4% 574 20.9% 

社會新聞 42 2.5% 183 6.7% 

文化教育 119 7.0% 125 4.6% 

醫藥衛生 30 1.8% 201 7.3% 

影視娛樂 13 0.8% 286 10.4% 

體育賽事 73 4.3% 251 9.2% 

人情味 31 1.8% 35 1.3% 

訊息資訊 16 0.9% 103 3.8% 

台港澳 12 0.7% 30 1.1% 

社論專刊 104 6.1% 138 5.0% 

總和 1697 100.0% 2741 100.0% 

資料來源：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抽樣時間 2005 年 3月 4日-3月 15日 

2005 年 3月召開的“兩會＂期間，兩黨報在作為宣傳工具的原則下，於特

殊會議時期，新聞版面配置的走向為何？探究報社的編採政策為何，差異

性又在哪裡。 

我們從（表 4-3）新聞內容版面配置的比例，可以看出《廣州日報》 

與《人民日報》在重要會議期間報導的重點。《廣州日報》排名前三名的 

新聞內容，分別是民生市政（20.9%）、投資經濟（14.5%）以及影視娛樂

（10.4%）；而《人民日報》方面，黨政新聞的比例高達（50.9%）居冠、

接下來分別是國際外交（8.7%）以及民生市政（7.4%）。 

大陸經濟在改革開放後，大幅度的提升。民眾的生活品質，及國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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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也相對提高。生活品質提高，使得民眾進而對於報紙的需求，也跟著改

變。民眾的需求，開始集中於以市民角度出發，且具服務性的軟性新聞上。

目前在中國大陸發行量較高的報紙，其新聞內容，都有以新聞訊息多元、

迎合大眾口味及市場取向的特色。 

（表 4-3）的數據顯示，《廣州日報》在新聞內容的配置上，呈現的是

多元均衡的報導，每個類目的差別不會太大，但仍以與讀者生活最相近，

且相關的民生市政新聞為主。由於其發行的範圍主要為廣州及珠江三角洲

一帶，涵蓋整個經濟活動頻繁的經濟特區，加重了在經濟類目上的版面新

聞量，也成為報社編採走向的一個特色。另外，我們可以看到《廣州日報》

在醫藥衛生（7.3%）的新聞類目上，所佔的比例不低，且與《人民日報》

有明顯的差距，是否是因為曾經為 SARS的重感染區，使得當地民眾對於

醫藥衛生新聞相當關注，值得加以探究。 

《人民日報》在版面配置的比例，以黨政新聞為主的結果，或許不令

人意外。但民生市政的議題也進入了前三名，代表他一方面繼續扮演黨的

喉舌，另一方面開始積極為人民服務的雙重宣傳特性。不過由於大部分的

版面，都被黨政新聞給佔據了，其他類目的新聞分配極為不平均。一般受

民眾喜愛的影視娛樂（0.8%），以及近年來熱門的 3C科技(0.9%)等訊息，

所佔的比例十分的低。對於想走入報攤，面向市場的《人民日報》來說，

不是一個良好的編採政策。 

 

第二節  報導個案分析 

在這章節裡，本研究利用個案分析的方式，探討《廣州日報》與《人

民日報》在重要會議期間，對於共同議題的報導，及版面的安排的差異。

首先，本研究將從今年為期 12天的「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全國政

協三次會議」，挑選出三個議題，分別為 2005 年 3月 4日“全國政協十屆

三次會議開幕＂、2005 年 3月 13日“關於香港特首董建華，辭去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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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行政區行政長官職務＂以及 2005 年 3月 14日“胡錦濤當選國家軍委主

席＂。主要比較的類別為，版面編排的位置、新聞字數以及消息來源。 

在版面編排上，報紙版面的編排主要是以標題、內文、照片以及圖說

四大要素所組成的。版面的配置及內文的字數，都關係著讀者喜好，進而

影響發行。字數過長的新聞，不易吸引讀者閱讀。新聞學界一致認為，最

方便讀者閱讀及接受的新聞字數，大約為 500-800字上下，這也成為了現

代新聞寫作的一個重要原則。 

以下分別是本研究針對“兩會＂會議期間，三個重要議題，新聞報導

個案分析的結果。 

 

2005 年 3月 4日“全國政協十屆三次會議開幕＂ 

 

表 4-4“兩會＂新聞報導個案分析-1 

 來源 字數 版面 

 通訊社 官方 代表 其它 200-500 500-800 800-1100 1100- 右上 左上 右下 左下

人民日報 80.0% 0.0% 0.0% 20.0% 20.0% 20.0% 0.0% 60.0% 0.0% 100.0% 0.0% 0.0%

廣州日報 33.3% 0.0% 33.3% 33.3% 33.3% 33.3% 0.0% 33.3% 0.0% 100.0% 0.0% 0.0%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抽樣時間為 2005 年 3月 4日 

這在個議題上，兩報在消息來源上，有很大的差異（見表 4-4）。《人

民日報》的消息來源主要來自通訊社（80%），其他佔 20%。110《廣州日報》

在這議題的報導，其消息來源平均來自於通訊社（33%）、代表發言（33%）

以及其他（33%）。造成這樣差異的原因，主要以報社的報導方針有關。《人

民日報》在此議題的報導，主要以會議議程為主，這些議程的新聞來源都

來自新華社。《廣州日報》的編採，由於本身地方報紙屬性的關係，因此

對於來自廣東地區全國人民代表的發言，特別重視。使得在這議題上，代

表的發言也成為《廣州日報》報導的重要消息來源。 

在版面配置上，版面的右上角，通常被認為是最能吸引讀者注意的位

置，最重要的新聞都放置於此。我們發現，兩報對於 2005 年 3月 4日“全

                                                 
110 「其他」，這個類目，在這裡包括報社記者的採訪，以及社論短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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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協十屆三次會議開幕＂這議題的版面安排上，均在頭版以半版以上的

版面，運用大幅的照片進行報導。可見不同層級的黨報，在進入集團化後，

還是必須擔負國家賦予的社會責任。 

 
2005 年 3月 13日“關於香港特首董建華，辭去香港特別行政區行政

長官職務＂ 
 

表 4-5 “兩會＂新聞報導個案分析-2 

 來  源 字  數 版  面 

 通訊社 官方 代表 其它 200-500 500-800 800-1100 1100- 右上 左上 右下 左下

人民日報 71.4% 14.3% 0.0% 14.3% 35.7% 21.4% 7.1% 35.7% 66.7% 33.3% 0.0% 0.0%

廣州日報 87.5% 12.5% 0.0% 0.0% 12.5% 50.0% 25.0% 12.5% 66.7% 33.3% 0.0% 0.0%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抽樣時間為 2005 年 3月 13日 

在此新聞主題，《廣州日報》與《人民日報》身為大陸黨報的一份子，

在這次“兩會＂開會期間，都各派遣一支專門的採訪隊伍，前去北京進行

採訪。但在面對全國性新聞議題時，兩報的新聞來源大都來自新華社，所

發佈的新聞稿。我們從這樣的舉措可看出，大陸官方對於維持宣傳口徑一

致性的決心。因為通訊社的設立，及其提供的新聞稿件，主要是解決報社

對於特殊新聞事件採訪的限制。例如：新聞事件所發生的地方太偏遠、報

社派員採訪的成本太高…等。 

在新聞的字數上（見表 4-5）， 可發現，《人民日報》在報導相關會議

議題時，長篇大論的報導形式（35.7%）較《廣州日報》的(12.5%)高出許

多。反觀《廣州日報》，其對重要會議新聞報導的字數，大都控制在 500-800

字上下，十分符合現代「純淨式新聞」的寫作原則，顯現其編採的原則，

較貼近讀者的需求。 

 
2005 年 3月 14日“胡錦濤當選國家軍委主席＂ 
 
在 2005 年 3月 14日“胡錦濤當選國家軍委主席＂這個議題上，兩報

各在頭版刊登兩則相關新聞，新聞來源均來自新華社的新聞稿。但觀看表

4-6的數據，可發現兩報雖然在頭版刊登同樣的新聞，使用一致的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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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兩會＂新聞報導個案分析-3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抽樣時間 2005 年 3月 14日 

 來   源 字   數 版   面 

 通訊社 官方 代表 其它 200-500 500-800 800-1100 1100- 右上 左上 右下 左下

人民日報 100.0% 0.0% 0.0% 0.0% 0.0% 0.0% 50.0% 50.0% 50.0% 50.0% 0.0% 0.0%

廣州日報 100.0% 0.0% 0.0% 0.0% 0.0% 50.0% 50.0% 0.0% 0.0% 100.0% 0.0% 0.0%

但在字數上卻有明顯的差別。《廣州日報》在報導時，對於來自新華社的

新聞稿，都有作刪減的動作，使得所刊登的兩則新聞，字數都維持在 500

字至 1100 字間，較《人民日報》在報導上，更符合「純淨式新聞」的報

導原則。 

版面配置上，“胡錦濤當選國家軍委主席＂，可以說是這次“兩會＂

議程中的重要議題。因為它代表著中共第三代領導人與第四代領導人權力

的完全交接，對於大陸官方有著高度的重要性，也是大陸各界所關心的議

題。因此，兩報均將此新聞放置在頭版的位置。 

 

 

從以上新聞報導的個案分析，讓我們更深入的了解，《廣州日報》與

《人民日報》對於報導全國性重要新聞會議的編採方式。《人民日報》作

為大陸官方輿論的最後堡壘，報導的消息來源，主要來自通訊社以及官方

發言，黨報的色彩依舊濃厚。反觀《廣州日報》，雖然其新聞來源也以來

自通訊社的比例最高，但與《人民日報》最大的不同是，《廣州日報》十

分重視「代表發言」這部分的消息來源，顯示其報導方針，必須兼顧地方

民眾的需求。 

在字數方面（見表 4-7），《人民日報》在新聞報導的字數上，仍舊太

過冗長。《廣州日報》則將大部分新聞報導的字數，控制在 500-1100 字內

符合現代新聞寫作原則。在版面的配置上，兩報的編輯政策則趨於一致，

在面對重要新聞議題時，兩報均以半版的版面，加上大幅的照片作為編排

的原則。 

《人民日報》在集團化的過程裡，雖然希望以多元的新聞內容，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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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兩會＂三大議題新聞報導個案分析 

消息來源：作者自行整理，抽樣時間為 2005 年 3月 4日、13日、14日 

 來源 字數 版面 

 通訊社 官方 代表 其它 200-500 500-800 800-1100 1100- 右上 左上 右下 左下

人民日報 80.0% 8.0% 0.0% 12.0% 28.6% 19.0% 9.5% 42.9% 50.0% 50.0% 0.0% 0.0%

廣州日報 76.9% 7.7% 7.7% 7.7% 15.4% 46.2% 23.1% 15.4% 60.0% 40.0% 0.0% 0.0%

讀者。但在報導“兩會＂重要新聞議題時，仍舊扮演共黨忠實的宣傳工

具，在報紙上刊登大篇幅的宣傳語言。這樣的編採型式，對於欲進入市場

的《人民日報》來說，將會是個錯誤的編採方針。 

《廣州日報》在報導“兩會＂重要新聞議題時，善用現代新聞寫作的

原則，一方面滿足讀者的需求，另一方面又不忘扮演黨的宣傳工具，順利

調和報紙內部經濟利益及社會責任間的衝突。 

 

第三節 發行制度的差異 

報紙發行方式的優劣，對報業經濟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力。

報業收入的主要來源有兩塊，一個是賣報紙的營銷收入，另一個是賣版面

的廣告收入。從一般的報業經濟來看，兩者基本上呈正相關係，報紙的發

行量越大，它的廣告定價，相對就越高，相反亦然。111

觀看《廣州日報》與《人民日報》的發行制度，就如同在觀看大陸報

業發行制度的發展史。中共自 1949 年至今，報紙的發行制度大致可分為

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中共建政初期到 80 年代初期，這個時期“郵政

發行＂，為全中國大陸報紙發行的模式；第二個階段是從 1985 年《洛陽

日報》率先退出“郵政發行＂、自辦發行開始。在這個階段裡，“郵政發

行＂和“自辦發行＂兩種模式平分秋色，並存競爭；第三個階段約從本世

紀初期開始。在這個時期裡，大陸報紙的發行進入了多元化的競爭格局，

“郵政發行＂、“自辦發行＂、民營發行公司以及外資的介入，多種發行

                                                 
111 黃小雄、尹良富，「日本報業專賣發行制度對我國報業發展的啟示」，新聞傳播，2005年第 3

期，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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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既競爭激烈，又相互結合。112

   大陸的報紙尤其是黨報，在計畫性經濟時期裡，由於本身作為黨和政

府的宣傳工具，所有辦報的財政，都由政府統一撥款，加上當時的報紙是

採取官辦官定的政策，因此報社只負責編採，並不負責發行。但 1978 年

大陸報業開始實施「事業單位，企業化經營」政策後，報紙開始開創財源，

自負盈虧。舊有的“郵政發行＂制度，有投遞速度慢、報款不能及時回籠

到報社、無法對所代理的產品，做針對性促銷的缺點，再加上昂貴的費用，

因此在這個時期，許多報社紛紛開始“自辦發行＂。 

 

一、《廣州日報》率先自辦發行 

   《廣州日報》是大陸較早展開“自辦發行＂的報紙。該報發行的重要

貢獻，是突破了單一的郵發壟斷格局，建立了報社控制的發行網絡，並使

“自辦發行＂和“郵發＂和平共處，從而創立了以“自辦發行＂為主， 

“郵發＂為輔，二者有機結合的發行模式。 

1991 年《廣州日報》開始“自辦發行＂，主要原因在於廣州民眾有喝

早茶的習慣，因此《廣州日報》希望能讓喝早茶的民眾，一邊喝早茶，一

邊看報紙，搶攻廣州喝早茶民眾這塊閱報市場。為了達成這個目標，《廣

州日報》每天出版的報紙，就必須在早上 7:30送達，舊有的“郵發＂策略，

報紙送達的時間，往往要晚個 3~4小時。而擴版的所需的“郵發＂費用，

更讓以低價位販售競爭的《廣州日報》血本無歸，毫無營利可言。 

為了推行發行工作，《廣州日報》不斷的加大對發行的投資，首先是

組建「廣州日報發行公司」。「廣州日報發行公司」為一個專業報紙銷售公

司，公司裡的員工為了增加報紙的發行量，開始實行挨家挨戶拜訪徵定、

“先看報紙月底收費，送報上樓不另收費，月月抽獎旅遊免費，兼贈報箱，

八點送到超值消費＂的策略，以主動出擊的方法增加報紙的銷售。而《廣

州日報》除了用所屬發行公司的專業隊伍，發送報紙外，還向廣大個體報

                                                 
112 吳鋒、陳偉，報紙發行營銷導論，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4年 12 月，頁：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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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批發。此外，還建立自動販售點，在廣州市主要商業地區，建立自動販

售報點。某些市民需求大的專版，如求職廣場專版，廣州市民可在自動售

報點自取。 

除了上述的發行策略外，《廣州日報》還學習「日本專賣店」的經驗，

113建立了「廣州日報連鎖店有限公司」，由《廣州日報》副總編輯出任董

事長，隸屬於「廣州日報報業集團」下屬的全資公司。《廣州日報》連鎖

店分為自營、聯營兩種形式，連鎖店既是報紙的零售點，又是零售報的批

發點，還是全年定報的定報點。114隨著連鎖店經營規模逐步擴大，除了發

行工作，連鎖店還銷售與文化相關的系列商品，代理報紙分類廣告，開發

“宅之便＂服務。讀者所需要的服務，連鎖店都盡可能提供，如為讀者有

償送米、麵、油等生活用品；代印名片，代辦民航、鐵路定票業務、代辦

旅遊業務、代售電話磁卡；舉辦文化講座與專題培訓等等。其業務越來越

廣泛，經濟效益越來越好。115

《廣州日報》的許多大膽積極的發行策略，可以說首開大陸發行制度

改革的先例，也為其報社帶來了高額的銷售數字，連帶影響廣告業務的上

升，為集團創造了高額的營收。 

 

二、《人民日報》首度走入報攤 

改革開放以後，大陸大部分的報紙都進入了報紙自負盈虧的時代，由

於《人民日報》中央級黨報的特殊身份，仍保有國家的財政的補助，因此

一直採用“郵政發行＂制度。但 2004 年 4 月 26 日，《人民日報》、《光明

日報》以及《經濟日報》三家中央級黨報，開始出現於北京市的報刊亭，

提供民眾購買，搶攻零售市場。雖然《人民日報》以往，在北京的各個郵

局都有零售，但主要是以採取單位定報，“郵政發行＂的發行策略為主。

《人民日報》進入報攤，進行零售的業務，主要是將《人民日報》由正常

                                                 
113「日本報業專賣發行制度」：此一制度有三層內涵，一、是專賣制：一家銷售店只賣一家報社

的報紙；二是家庭訂閱制度;三是投報到戶的遞送制度。 
114 孫燕君，報業中國，北京：中國三峽出版社，2002年 2 月，頁：11。 
115 吳鋒、陳偉，報紙發行營銷導論，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4年 12 月，頁：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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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報早投郵路，調整至零售專網快速郵路。2004年 4 月 26 日開始，每

天凌晨 5 點 15 分，12 條郵路由「人民日報社印刷廠」直接配送至全北京

的 36 個報刊配送中心。另外，為了提高零售成績，人民日報社增加了送

報車，每日來往北京各地鐵口。而網路上的訂購、電話訂閱等途徑也一一

開通。116

中央級黨報加入零售行列後，民眾可以根據自己需求購買，不再僅是

依靠單位訂閱，才看的到想要看的報導。而中央級黨報進入零售市場，也

代表著兩個含意，一、利用零售便利性，擴大中央級黨報，自身在群眾中

的影響力；二、由於大陸報紙公費；訂閱市場不斷的萎縮，發行市場化程

度越來越高，零售領域的重要性日漸凸顯;中央級黨報雖然有公費撐腰，

但仍須加快改革，增強其服務性、信息量和可讀性。 

《人民日報》的發行策略，主要是從突破計畫性經濟的發行體制，進

行改革，但還不屬於全面市場化的發行模式。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人民日

報》始終脫離不了黨報的包袱，更何況身為中央級黨報，其所受到的限制，

就比其他黨報要多的多。而受權力高度支配的發行體制，始終是發行的重

要組成成份，因此，我們可以說《人民日報》在這一階段的報紙行銷改革，

主要是對傳統計畫性經濟發行體制，進行改良，爭取獲得報紙發行的主動

權，這樣的舉動與《廣州日報》在 1991 年開始“自辦發行＂的動機是一

致的。但要徹底突破報紙發行的單一模式，就必須在發行中引進市場機

制，才能摧毀“郵發＂的壟斷權。117

 

 

大陸的報業發行趨勢主要是由零售，零售、訂閱共存，轉而向訂閱型

發展，《廣州日報》與《人民日報》也不例外，但他們之間的最大差別在

於，脫離郵政發行及進入市場的快慢，《廣州日報》因為脫離郵政發行最

早現在可以說已朝多元發行體制發展，而《人民日報》於 2004 年 4 月開

                                                 
116 萬志炯，「中央黨報試水北京零售市場」，新聞記者，新華出版社，2004年 6 月，頁：35。 
117 吳鋒、陳偉，報紙發行營銷導論，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4年 12 月，頁：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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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在北京“試點＂進入零售市場，未來是否將此策略推展至全國以及進而

循序著《廣州日報》的發行脈絡，由“郵政發行＂和“自辦發行＂發行制

度並存轉而“自辦發行＂、或更進一步委託民營（外資）發行公司進行發

行，仍須持續的觀察。 

 

第四節 人才管理的差異 

中國大陸在實行計畫性經濟時期，對於報業從業人員的招募與管理

上，主要出現三種弊病。一、大陸黨報從業人員在計畫性經濟時代，長期

以來都是由政府的勞動部門，按國家計畫分配，報社用人制度，一般由大

學分配、轉業安置、知青招工、子女頂替，以及透過各種關係進來的五種

人構成，但這些人，並不完全符合新聞崗位的要求。118二、在計畫性經濟

裡另一個報社招募人才的弊病就是，大陸的企事業單位進用新人，都是採

取成批定時的做法。對傳媒來說，主要是面向高校應屆畢業生，一年一次。

這種模式，與西方傳媒企業一般對補充人員，所採取隨時調整的策略，有

很大的差異。如今在大陸境內仍有傳媒業在採用，但實際上已經不再有其

合理性。三、人員一旦招考進入報社，就正式納入編制，許多人抱持著獲

得鐵飯碗的心態，在工作的表現上缺乏積極性，增加報社的人事成本壓力。 

報業人才招募與管理，是在報業實行「事業單位，企業化管理」政策

後，才開始以契約的形式聘僱。一些新辦的報紙和經營媒體，更是從一開

始就採取以崗擇人、公開招聘、考試審核、適用上崗的的辦法。 

 

一、《廣州日報》不斷提高專業人才素質 

《廣州日報》由於面對市場的時間較早，因此也較早在管理體制、用

人制度、人才的吸納及培養諸多方面，做了一系列的改革。在用人制度方

面，《廣州日報》採用“選人看簡歷，用人看能力＂、“英雄不問出處＂ 的

                                                 
118 楊恩芳，「中國報業經濟必須適用的兩個根本性轉變」，當代傳播，1997年第 5期，頁 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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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針，把有潛質、有發展前途的人才，大膽安排在關鍵職位上。119打破過

去報社論資排輩的弊病，以符合人才使用的「合目的性」為改革目標。 

    《廣州日報》在成立報業集團後，對於編採人員實行量化管理，由於

較早開始，向自評自聘專業技術職稱過渡，擺脫由新聞出版行政部門，按

報紙級別和人數分配比例評職稱的束縛，可以自由且大幅度的調動人才，

成功的消除報社舊有論資排輩的弊病。120  

另外，在 20 世紀 90 年代初，《廣州日報》為了能進一步提高人才素

質，大規模的從北京大學、清華大學、復旦大學、人民大學、上海交通大

學等外地知名的大學，引進相關專業科系的博士、碩士進入報社，組成高

素質的專業編採隊伍。這些高學歷的優秀人才隊伍，不僅為平時的報紙的

編輯把關，更成為總編輯策劃重大新聞採訪活動的參謀。《廣州日報》近

年來多項比較成功的大新聞，都是由這群修秀的高知識份子所策劃，如「，

京九鐵路沿線採訪」、「九七香港回歸專版」、「五四運動八十週年特刊」等。

121

由於大量的由外地引進工作人員，因此住房及戶口為最大的問題。雖

然從 1998 年起，大陸報業就全面取消「福利分房」政策，但《廣州日報》

因為自身的高營利，使其可負擔其報社人員的工資，及福利分配。為了能

招募外地高學歷的知識份子，“來人給房，留人給房＂已經成為了報社決

策層的共識。122而在工資待遇上，在廣州以至全國報業，《廣州日報》人

員的待遇都是最高的。除了良好的待遇，以及住房福利外，為了鼓舞士氣，

提高集團的凝聚力，每位職工每年都可以獲得 4000 元消費券，可以帶家

屬到集團建在花都五星級鄉村記者俱樂部度假一次。 

打破舊有缺乏競爭力的人才引進制度，加上高額的營收，得以提供及

                                                 
119 孫燕君，報業中國，北京：中國三峽出版社，2002年 2 月，頁 15。 
120 中國國務院人事部於 1986年起，開始實施「專業技術職務聘任制度」。此制度的基本內容是，

報社根據實際的需要設置專業技術工作崗位，規定明確職責；在編定原額的基礎上，確定高、

中、初級專業技術職務的合理結構比例，由行政領導在經過評審委員認定，並且在符合相應條

件的專業技術人員中聘任或任命。聘任有一定期限，獲聘者在任期期間領取相應的專業技術職

務工資。 
121 張裕亮，「從黨的喉舌到黨營傳媒企業-廣州日報制度變革分析」，中國大陸研究， 2004 年，

第 47 卷第 3期，頁 31。 
122 孫燕君，報業中國，北京：中國三峽出版社，2002年 2 月，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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良好的福利政策，為《廣州日報》建立了高素質的人才庫，進一步強化了

《廣州日報》的人才優勢。 

二、《人民日報》開始有條件的公開招募從業人員 

《人民日報》在大陸官方特有供給制的辦報模式下，其從業人員在進

入報社後，可獲得永久性就業與制度的保障。由於其為中共黨報中，行政

級別最高的報紙，因此其編採人員在過去的編制中，級別也最高，聘僱、

工資及相關福利，也是黨報中最優渥的。123

在過去招募人才的方式上，《人民日報》每年由報社的人事局，將欲

進用的員額，呈報給北京市人事局。再由北京市人事局，與各大學人事單

位接洽。至於甄選編採人員的標準，在每年夏季大陸各大學，進行畢業分

配時期，該報就會調派一批幹部，分赴各地重點學校，進行挑選工作。在

院校領導推薦、用人單位甄試的原則下，一些被認為政治思想好，具中共

黨員身份，本科學習優良，具有一定活動的能力的學生被選中。在中選之

後，經過一段政治思想學習，及基層鍛鍊後，才能正式從事新聞編採工作。

124

《人民日報》從業人員的工資結構，大體上包括固定工資、獎金與福

利。固定工資是依據從業員的職稱，與職務發放，大約佔工資總額的三分

之二；獎金大約佔工資總額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福利額數不等。對於《人

民日報》從業人員來說，除了工資外，報社提供最大的福利就是住房方配。

《人民日報》的住房福利分配，主要是透過住房分配委員會主持，分配時

依據從業員的職務、職稱、工齡與子女數（子女數越少，分房點數越高），

只要是編制內已婚從業員，都可以獲得分配。但這樣的福利在 2003 年 5

月就已經結束，《人民日報》新進的從業人員，雖然不再能得到分房的特

別福利，但在其工資結構裡，加列有住房補助，可以說是另一種變相的住

                                                 
123 在計畫性經濟裡，大陸黨報從業員的雇傭關係關係，並不是一種市場關係。黨報從業員受雇

於某一級別黨報，是中央級、省級、地（市）級還是縣級黨報，意謂著從中獲得其社會身份，

並使他們有權力享有特定的報導權，以及享有國家提供的特殊供應與福利。黨報從業人員間也

存在著四種職稱等級，包括高級記者（高級編輯）、主任記者（主任編輯）、記者（編輯）、助理

記者（助理編輯）。 
124 張裕亮，「大陸報業從業員依附行為的轉變-以人民日報為例」，中國大陸研究，2003年，第 46

卷第 6期，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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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補助。125

90 年代開始迄今，《人民日報》為了減低人事負擔的壓力，開始公開

招考編採人員，他們所獲得的福利及地位仍相當的高。另外，為了保證他

們能善盡宣傳黨和政府方針、政策，仍然嚴格規定其從業人員必須是共產

黨黨員。至於高層領導幹部的人事任命上，主導權仍在中共中央的手上。 

    除了人員招募體制的改革外，《人民日報》開始也重視到對於經營人

才的需求。雖然《人民日報》仍維持著國家的財政補助，但社長王晨就曾

經表示：「中國的報業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人才，特別是報業經營人才」。

126人才的匱乏是制約其事業發展的最大障礙。 

 

 

在傳媒走向市場的過程中，最後一個市場化的因素就是人力資源。在

傳統大陸報業中，編採業務是報社運作的核心環節，記者和編輯是新聞從

業者的核心組成部分，而經營人才則處於人才圈外的邊緣地帶。隨著大陸

報業市場化的起步，與市場化程度上的加深，報業的經營管理人才，越來

越受到重視。具有市場營銷意識和才能，成為新時代報業人才的一項重要

素質。這標示著大陸報業在過去只重編採，而忽視經營的時代已經終結，

也標誌著編採與經營並重時代的來臨。127

《廣州日報》面對市場的時間較早，早已啟動人才工程，培養高素質

的編採經營人員，組建專業人才團隊；《人民日報》雖在國家的保護下，

但也開始進行公開的人才招募。這些舉措都是大陸黨報，在市場化經濟影

響下所做的結構性調整，將來該如何按照市場規律運作，持續優化人力資

源，對於《廣州日報》與《人民日報》來說，都是一門重要的課題。 

                                                 
125 同上註。 
126 丁和根，傳媒競爭力，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5年 2 月，頁 308。 
127 同註 126，頁：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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