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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报刊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张积玉 ,杜　敏 ,蒋万胜 ,鲍海波

(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出版科学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 ,陕西报刊快速发展 ,成绩喜人 ,具有明显优势:人员结构较为合理 ,编辑队伍

朝气蓬勃 ;各报刊善于把握时代潮流 ,注重社会效益 ;办报办刊观念逐步转化 ,精品意识不断增强 ;

报刊种类较为齐全 ,受众群体较为固定 ;报刊社内部管理有序 ,改革意识深入人心。但陕西报刊在改

革发展中亦存在一些值得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如工作人员道德水准有待提高 ,办公现代化设施急需

改进 ,报刊结构需进一步调整 ,报刊经济效益亟待提高。陕西报刊要在新世纪求得更快更大的发展 ,

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不断努力:强化报刊个性特色 ,增强精品意识 ;强化经营管理 ,提高经济效益 ;加

强媒介间交流合作 ,实现各媒介优势互补 ;积极设立培训部门 ,开展报刊从业人员的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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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 and Counter Measure

Research on Newspapers and Periodrcals of Shaanxi

Z HANG Ji-yu ,DU Min, J IANG Wan -sheng ,BAO Hai-bo

( New s Publish and Science Resea rch Institute o f Shannxi Normal Univ e rsity , Xi′an 710062, China )

Abstract: The developing achiev erent of new spapers and periodicals of Shaanxi are sati sfactory

have obvious advantag es. For instance, Personnel structure is reasonable; the edi to r staff brim

over wi th v igour and vi tality; editors of each new spapers and periodicals are good at hold t rend of

the t rims and pay a ttention to social benefi t s; the idea o f running new spapers and periodicals have

been changed lit t le by li tt le and consciousness o f top-quali ty product is constantly enfo rced; the

va riety of new sparpers and periodicals is satisfacto ry, i t 's reader g ronp is steady; the inner

administ ration of new 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s in order and consciousness of refo rm strike roo t in

the hea rts o f people. But field of new spapers and periodicals o f Shaanxi also exists some problems

which a re w or thy of researching and solving. Fo r example, the o ff rcer 's mo ra l level should be

constantly enhanced; st ructure of new spapers and periodrcals need to be adjusted; economic

ef ficiency o f new 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s also need to be raised. New spapers and periodicals of

Shaanxi w ould be continualy taken lo ts of effor t as fol lowing i f they are wished to get much mo re

development. The fea ture of new spapers and perioclicals should be enfo rced; the consciousness of

top-quali ty product should be emphasized; management should be reinfo rced; economic ef ficiency

should be raised;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 tion among medium should be no ticed in o rder to

realize mutually complementary; t raining branch should be activ ely establised so that staff could

be cul tiv ated again.

Key word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of Shaanxi; research of new spapers and periodicals; staf f

o f new spapers and periodicals field; customer staff; st ructure o f new spaper and peroidical



　　 1999年 8月到 2001年 8月 ,陕西师范大学新

闻出版科学研究所在陕西省新闻出版局报刊处指导

与支持下对陕西报刊现状进行了为期近两年的首次

大规模调查研究。 之所以开展这次调研活动 ,是因

为: ( 1)陕西作为文化大省 ,有着悠久的报刊传播历

史 ,近代以来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时期都为中

国的新闻传播事业作出过贡献。目前 ,陕西又成为报

刊大省 , 1997年共出版期刊 249种 [1 ] , 1999年实有

报纸 47种 [1 ] ,基本形成了以党报为龙头、专业行业

报为骨干、社会经济法制文化生活报为多翼的报业

体系。 然而 ,陕西报刊与其他省、市相较优势与不足

表现在什么地方 ,这是我们一直关注的问题。本次调

研旨在以认识现状为基点 ,发扬成绩 ,扬长避短 ,在

新时期扬鞭奋蹄 ,再创业绩。 ( 2)以数字语言为介质

的现代传播手段的使用 ,尤其是电子媒介的普及 ,使

其以不可阻挡的强势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电

视机、卡拉 OK、 V CD光碟自不待言 ,光盘版书刊大

量充斥市场 ,互联网更是如雨后春笋 ,使人痴迷、沉

醉。它们向文字为介质的传统型印刷媒介——报纸、

期刊等发起了严峻的挑战 ,不断瓜分固有的受众 ,使

印刷媒介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印刷媒介如何看待这

一挑战 ,做出何种反应 ,采取怎样的措施 ,是管理及

研究者必须关注的问题。( 3)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

入 ,使各媒介的生产、经营、管理机制都已发生并正

在继续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 ,不同媒介有自己的

改革方案 ,其成效在各媒介间的反映如何 ,存在哪些

问题 ,也是媒介管理及研究者所必须了解的。 ( 4)印

刷媒介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并形成了不同的出版种

类 ,各种类间既有共性 ,又有各自独特的规律。 书籍

不同于报刊类 ,而报刊之中 ,报纸又迥异于期刊。只

有从某一媒介之中先寻找突破口 ,在比较中了解不

同媒介各自的状况 ,发现存在的问题 ,才可探求发展

的出路。

本次调研从陕西境内公开发行的报纸、期刊入

手 ,共发出调查问卷 A (主观卷 ) 150份、 B卷 500

份 ,收回期刊类问卷 355份 ,报纸类 49份。收回的问

卷覆盖陕西省的文化中心——西安及周边地区的各

大期刊 ,包括学报类、经济类、文化艺术类、医学保健

类、农林水利类、工业技术类等 6大类别 103种 ,报

纸主要有日报、晚报、行业报等 19种。调查涉及各类

报刊编采队伍结构的基本情况、社会效益、经济效

益、受众构成等几大类问题。经过对数据的统计及各

种材料的分析与综合研究 ,我们对陕西报刊现状尤

其是报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 ,

对今后陕西报刊业的发展形成了一些初步的设想。

一、陕西报刊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陕西报刊的发展取得了令人振

奋的成绩 ,具有明显的优势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与不

足。分析总结陕西报刊目前的优势 ,主要有如下几个

方面:

(一 )人员结构较为合理 ,编辑队伍朝气蓬勃

报刊作为一种组织性的传播形态 ,目的是将特

定的信息内容传播给社会大众。在这一过程中 ,编辑

人员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决定着各种信息的取舍、

信息的流量及流动方式和方向 ,因而编辑人员的素

质对于报刊传播有着重要影响。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中指出: “编辑工作是整

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 ,是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

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又是艰苦、细致的创造性劳动。

编辑人员的政治思想水平、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的

高低 ,直接影响着出版物的质量”。 编辑人员的素质

是由多方面因素及多种知识结构决定的。通过分析

相关的调查数据 ,可看出陕西报刊人员素质较高 ,人

员构成较为合理 ,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 ,编辑人员年龄较轻 ,受教育程度较高。 在

陕西报刊工作人员中 , 40岁以下年龄的青年占到

60. 3% , 40～ 50岁的中年占到 18. 6% :其中高学历

的硕士、博士占到 5. 5% ,大学本科学历人员占到

54. 6% ,专科占到 36. 9% ,专科以下占极少数。这种

状况与国内其他地区编辑队伍严重老化 ,难于适应

科技、文化发展需要的状况相较 ,占有明显优势。 如

河北省 95种科技期刊的 397名编辑人员中 , 35岁

以下仅 89人 ,占 23. 84%。 上海 40个编辑部 35岁

以下人员仅占 11%。浙江 44种期刊 36岁以下编辑

人员只占 28. 1%。 湖北省 140家期刊 40岁以下编

辑占 31. 5% [3 ]。与之相较 ,陕西报刊人员年龄优势

明显 ,这为陕西报刊以后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十分有

利的条件。

第二 ,编辑队伍人心稳定 ,适应能力较强 ,具有

敬业奉献精神。 编辑人员的精神状态是决定报刊质

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精神状态的好坏可通过以下

几个指标反映出来 ,如编辑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是否

满意 ,是否有信心 ,是否乐观向上 ,积极进取 ,是否有

一定的应变能力。依照以上指标分析此次调查的结

果显示 ,陕西报刊从业人员的精神状态较好 ,人心稳

定 ,有一定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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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作年限看 ,报业与期刊业人员工龄构成一

致 ,陕西报刊人员从事本专业 5年以下的人数占

34. 8% , 6～ 10年的人数占 29. 80% , 11～ 15年人员

占 20. 89% , 16～ 20年的占 6. 04% , 20年以上的占

8. 20% 。陕西报刊从业人员具有 10年以上工龄 ,经

验较丰富者占到 35. 13% 。从专业与工作关系看 ,陕

西报刊从业人员所学专业与所做工作呈现较强的一

致性。 专业与职业完全对口的占 26. 25% ,对口占

37. 47% ,基本对口占 20. 89% ,总数占到 84. 61%。

而不完全对口的占到 6. 07% ,不对口的仅占

8. 21% 。可以说陕西报刊从业人员基本能够人尽其

才 ,发挥专业优势。就媒介内部比较而言 ,期刊从业

者专业完全对口、对口比例高于报业 ;而报业基本对

口比例高于期刊业。这种情况的出现与陕西省拥有

大量专业性特别强的学报、医药技术期刊、工业技术

期刊、农林水利等期刊有关。也充分说明 ,报业是一

种大众性、通俗性更强的媒体形式。

对工作的满意度从侧面综合反映着报刊人员的

需求与其满足度、工作软硬环境好坏、管理方式对人

的影响等诸多问题 ,也可以反映报刊工作人员的稳定

度及其投入程度。 陕西报刊社 5. 17%的人员对其工

作是非常满意的 , 44. 64%的人员感到满意 , 44. 45%

的人员基本满意。满意人员占到总数的 94. 26%。而

不太满意、不满意的仅占到 5. 24% 。而且 ,无论是学

报类、经济类、医药类、农林类或工业类期刊 ,无论是

党报、行业报或综合报 ,其从业人员对工作的满意程

度具有极大的一致性 ,即非常满意、不太满意、不满意

均居少数。满意或基本满意的报刊人员比持平 ,占到

大多数。 这反映出陕西报刊界拥有一支热爱本职工

作、人心稳定、较为投入的报刊从业大军。

对收入、福利的满意度 ,与各报刊的经营状况、

人员负担、自我价值的经济评估等均有密切关系 ,也

反映着报刊人员的真实思想和生活等状况。调查结

果显示 ,陕西报刊从业人员对收入及福利非常满意

者占总人数的 1. 61% ,满意者占到 13. 17% ,基本满

意者占 39. 64% ,不太满意者占 28. 21% ,不满意者

占 17. 32% 。报业与期刊业相较 ,报业人员对自己福

利与收入的满意度、基本满意度分别高于期刊业

7. 85%和 15% 。就期刊业内部而言 ,不同期刊人员

对收入、福利满意度呈现较大差异。 经济类、文化艺

术类期刊对收入非常满意、满意的人数分别达到总

人数的 25%、 20% ,其余依次是农林水利类 10. 6%、

医药卫生类 10%、学报类 7. 6% 、工业类 6. 8%。

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 ,陕西报刊人员对工作的满

意率较高。 就青年编辑的情况来看 , 1995年时 [4 ] ,其

他地区 45. 5%的人员对该职业不太满意 ,认为有好

的职业选择就会离开编辑工作岗位。因为编辑人员的

收入低 (人数 占 63. 3% ) , 职称难上 (人 数占

48. 5% ) ,也有人认为做编辑不被人理解 ,社会地位

低。与之相较 ,陕西报刊业在人才上占有一定的优势。

(二 )各报刊善于把握时代潮流 ,注重社会效益

报刊作为大众传播的重要形式 ,社会功能是巨

大的。一般而言有六方面的作用 [5 ]: ( 1)守望环境的

功能。大众传播可以最迅速、最灵敏、最广泛地发现

和报道社会内外新近发生的一切重要事件 ,它们通

过发布信息来实现它的这一功能。( 2)社会整合的功

能。 大众传播在现代社会已成为社会整合的强有力

工具之一。它是国家舆论的中心 ,可以强化现代化的

主旋律 ,产生巨大的社会凝聚力与向心力。在中国 ,

媒介的整合功能是通过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来

体现的。 ( 3)决策参与的功能。公众广泛参与社会决

策的过程 ,是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特征。而公众参与

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通过报刊等大众媒介实现

的。 因为报刊等媒介向公众报告决策机构的运营及

决策过程 ,为公众提供发布意见和建议的论坛和机

会。 ( 4)社会动员的功能。媒介通过典型宣传和集中

宣传可以调动人们万众一心 ,团结奋斗 ,走向既定目

标。 ( 5)科学教育的功能。大众传播媒介是使人们摆

脱愚昧走向现代化的不可缺少的工具。 它在减少文

盲、普及科学知识、破除迷信 ,推广新技术、新产品 ,

提高人的素质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 6)娱乐、服务

的功能。现代社会随着人们享有更多的闲暇时间 ,利

用报刊等媒介来进行娱乐已成为人们的选择。媒介

也是提供各类服务信息的重要手段。以上几点 ,使我

们认识到作为大众媒介的报刊对于营造良好的文化

环境 ,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的作用不可低估。因而报刊应有社会责任感 ,

要选择健康有益的内容 ,发挥寓教于乐的作用 ,提高

社会文化水准 ,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 ,促进文化艺术

的健康发展。媒介人员要有强烈的社会效益意识 ,媒

介产品要注重产出导向正确、意义重大的上品 ,精心

编写效果突出的珍品 ,要产出具有权威性、指导性、

感染力的上乘之作。

就陕西报刊工作人员而言 ,社会效益意识强烈 ,

在传播中较好地发挥了在媒介引导舆论、传播知识

等方面的应有作用。

首先 ,陕西报刊均有较为广泛的信息覆盖面 ,关

注现实 ,贴近生活。其中信息覆盖面非常广与较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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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占到 40. 8% ,有一定覆盖面的占 42. 21% ;报刊

中以接触现实为目标及能接触现实的占 68. 19% ,

具有较强的社会价值的报刊占 65. 21% ,有一定价

值的占 32. 83% 。其次 ,从各报刊社的管理及其编辑

意识看 ,大多数能把社会效益放在显著位置。表现

在:第一 ,注重舆论导向。 陕西最大的党报《陕西日

报》明确自觉地确立了“以严谨求质量 ,以改革求效

益 ,以开拓求发展 ,以团结求进步”的办报思想 ,不断

强化导向意识 ,对外积极塑造党报的良好形象。在工

作中要求编辑记者把握大势 ,站在时代的高度 ,从改

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 ,观察各种社会现象 ,分析

各种社会问题 ,报道各种纷繁事物 ,分清局部与整

体、现象与本质。陕西省优秀新闻单位《宝鸡日报》也

坚持做到“四不编发” ,即不编发有不良政治倾向、有

争议、易引起思想混乱、有可能激化矛盾的稿件 ,并

注意对各种新办的专版、专刊逐一进行“导向定位” ,

始终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第二 ,从人民群众的

利益出发 ,将人民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报纸

宣传工作效果的根本标志。对人民有利的事情 ,报刊

能鸣锣开道 ;为人民谋利益的事 ,报刊能大声疾呼 ;

对危害人民利益的事 ,报刊能无情鞭挞。第三 ,关注

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陕西不少报刊社花大

力气抓鲜活新闻和深度报道、重点报道、典型报道。

记者深入生活 ,深入一线 ,写出了有影响的报道 ,达

到了解惑释疑、化解矛盾、统一思想、振奋精神的目

的。第四 ,各报刊社制定相关的政策制度 ,把社会效

益与提拔干部、评定职称、评选先进、发放奖金等挂

起钩来。如《陕西日报》社实行总编辑值班制度 ,创办

总编辑值班手记 ,及时指导新闻业务 ,评介稿件 ,纠

正问题。其他的党报期刊也能够做到服务党和政府

工作的大局 ,担负起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塑造人

的神圣使命。

再次 ,从传播效果看 ,绝大多数报刊社及编辑部

注重刊发有创新性、前沿性、关注社会生活的文章 ,

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主要表现为刊发的文章获

奖多、摘转率高。其中一些期刊所发表的文章不少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 ,一些对学科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 ;

报纸所发不少文章产生了重大社会反响。

在陕西省期刊中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

会科学版 )被称为“学苑明珠”。据有关权威统计分析

报告提供的资料 ,自 1991～ 1998年以来 ,该刊被国

内三大权威文摘刊物 (《新华文摘》、《全国高校文科

学报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各专辑 )摘要论点或

全文转摘比率平均达 51. 52% ,排名全国高校社会

科学学报第 14名。 其中 2001年以来有 6篇论文被

《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 ,产生了

重大社会反响。 1990年以来 ,有 91篇论文分别获各

级政府奖励 ,其中国家级奖 2项 ,省政府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 29项 ,获市政府、省委宣传部、省教

委、国家教委司局奖 60项。其中有的被评为陕西省

“五个一工程”奖或文章发表后作为著作的重要章节

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西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

版 )获省部级奖 50篇、地市级奖 200篇。有关化学、

化工、电子技术、文物保护的 50余篇论文被采用、申

请专利或设厂生产。《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近 3年有 30余篇论文的观点被政府有关部门采

纳 ,如城乡结合部的管理、秦封泥的保护、国企改革、

防范金融危机的措施等。《西安医科大学学报》 , 1996

～ 1998年获省级奖 49项 ,地市级奖 72篇 ,且逐年

呈上升趋势 , 1996～ 1999年摘转率在 80%以上。《化

学工程》的论文 1996年 100%被《中国化学化工文

摘》摘转 , 1997年被 EI摘转率达 81% ,名列科技部

中国科技信息所统计的前 10名。另外一些期刊发表

的论文中的科研成果被设计、生产单位采用取得了

巨大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 如《煤田地质与勘探》

发表的论文中有 3篇获国家级奖 , 51篇获省部级

奖 ,成果被商界采用经济效益达 1亿元 ,刊物中报道

的文、图、表常被大学教科书采用 ,所发表的“二叠纪

古气候、高变质煤结构演化”的观点在国内外产生了

重大影响。《西安石油学院学报》刊发的论文被 EI收

录的数量居全国前列 ,其中 1995年名列 11位 , 1996

年位居第 5位 , 1997年位居第 5位。 《女友》 1996年

刊发的《陕北啊 ,陕北》一文 ,引发了一次广泛的资助

陕北的爱心活动 ,并由此带动了陕北一项扶贫工程。

《法律科学》、《当代经济科学》分别在各自学科领域

具有重要影响 ,近年来摘转率也都分别在全国高校

同类学报的排名榜上位居前列。

报纸中 ,《陕西日报》社创办的图片新闻专刊《社

会大视角》在全国独树一帜 ,获中宣部、中国记者协

会授予的“创新奖” ,通讯《旱原情》获 1995年度中国

好新闻一等奖 ,实现了《陕西日报》该奖项一等奖零

的突破。1996年度《上学》获中国新闻一等奖 ,还有 3

篇分获二、三等奖。近年来获省级以上各类奖的篇目

也不断增加 ,仅 1996年就达 30多篇。 《西安晚报》

1997年有 3篇作品获得全国晚报人物消息大赛奖

项。在全国晚报新闻评奖中 ,通讯《敢向洋人说不》获

特等奖 ,消息《三兆花灯映红半个中国》获一等奖 ,另

有两篇消息获二等奖 ,一篇连续报道获三等奖 ,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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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在全国晚报系列中名列前茅。

(三 )办报、办刊观念逐步更新 ,精品意识不断增强

1978～ 1993年 ,是中国报刊以规模数量增长为

主要特征的发展阶段。 自 1995年以后 ,经历了一个

重大转折 ,即开始了从以规模数量为主要特征向以

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转变 ,从数量增长型向质量

效益型转变。 这是新闻出版业一个历史性的战略转

移 ,也是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报刊业发展的主要

目标 ,注重精品的打造 ,已成为报刊业界大家的共

识。精品报刊 ,既可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 ,又可提高

报刊社的知名度 ,还会极大地调动报刊人员的积极

性与主动性、自豪感与自信心 ,使报刊走向良性循环

的道路。因而 ,出精品报刊是新闻、出版繁荣的需要 ,

是吸引读者阅读、扩大新闻出版市场的需要。在这一

转变过程中 ,陕西不少报刊社及编辑部制定了出精

品、创名牌的奋斗目标 ,出台了富有成效的具体措

施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注重策划 ,创办名牌及特色栏目。在出版

工作中 ,策划是精品产生的前提。报刊编辑工作中的

策划 ,应当说是编辑工作的最高境界 ;策划水平的高

低、优差 ,取决于编采人员捕捉信息、把握时局的能

力 ,取决于挖掘生活、把握时代脉搏的能力 ,取决于

熟悉读者 ,把握和引导读者阅读兴趣的能力等。实践

证明 ,办好报刊 ,不仅需要长远性的系统策划 ,更需

要阶段性的专题策划。 所谓长远性的系列策划包括

读者的阅读兴趣、阅读目的的定位 ,刊物的宗旨、方

针和主题的定位 ,重要栏目的设计、基本内容的谋篇

与布局等。所谓阶段性的专题策划 ,就是坚持搞好贴

近读者、贴近生活、贴近时代的重大选题和系列报道

的策划。这一策划 ,不仅需要最新信息 ,同时也需要

了解读者所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 ;不仅需要编采人

员的集思广益 ,同时也需要总编辑的果断决策
[6 ]
。陕

西有相当一部分报刊注重长远策划及阶段性专题策

划 ,创办了一大批有影响的特色栏目。如全国首次百

种重点社科期刊榜上有名的《女友》 ,就有 30多个栏

目滚动出场 ,其中“女友哲学”独具特色。它“凭借其

深厚的底蕴 ,紧随时代潮流 ,以敏锐的目光 ,力求从

不同的角度 ,对当今女性的生存状态进行形而上的

把握 ,并以此引导女性生活”
[ 7]
,关注女性热点问题 ,

维护妇女正当权益 ,作女性知心朋友。 这一栏目将

“你周围发生了什么 ,请将你的想法告诉我”作为自

己的宗旨 ,向女性朋友敞开自己的胸怀 ,栏目经常收

到一些女性朋友诉说爱情的苦恼 ,并想方设法为女

性解除烦恼。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

长期以来开辟“历史地理”研究、“周秦汉唐文化研

究”、“唐诗研究”、“唐史研究”等特色栏目 ,既是学校

研究实力的集中体现 ,又是刊物版面的亮点和窗口 ,

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产出了不少精品佳作。其发表的

文章 ,突出各学科的前沿问题、有较大学术理论价值

的问题以及新兴学科、交叉学科问题的研究 ,十分注

意教育学、心理学问题的研究 ,突出体现师范大学学

报的内容特色。 《华商报》以全心全意为市民服务为

宗旨 ,除开设常规栏目外 ,还创办了有特色的“都市

热线”、“情感时空”、“地市传真”、“社会聚焦”栏目 ,

受到市民热烈欢迎。《宝鸡日报》工作人员拒绝平庸 ,

精雕细刻 ,层层筛选 ,争创名牌。他们将出新闻精品、

办一流党报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陕西

工人报》追踪时代脚步 ,先后开辟了《在平凡的岗位

上》、《一线精英》、《三秦英模》、《新风赞》、《劳动者自

述》等栏目 ,报道了几百名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 ,其

规模之大、使用版面之多、反响之好都突破了以往 ,

促进形成了全省各行各业都开展向模范学习的新

局面。

第二 ,注重质量 ,刊发内容创新、形式新颖的稿

件。 质量是报刊的生命 ,每一种报刊 ,虽然性质和任

务不同 ,服务对象各异 ,但是为广大读者服务、努力

满足读者的需求却是一致的。 尤其是在报刊业繁荣

发展 ,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 ,要适应形势 ,在竞争中

求发展 ,赢得读者欢迎 ,必须在质量上下功夫。从调

查统计数据看 ,从业人员具有较强的质量意识 ,他们

认识到差错率严重影响着报刊质量 ,对受众的反馈

信息表示欢迎。 详见表 1。

从报刊社个案看 ,《宝鸡日报》做到了严要求 ,细

“抠掐” ,力求不让没有新闻价值的稿件见报 ,不让枯

燥平庸的稿件见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

科学版 )为提高稿件质量 ,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组稿

策划工作措施 ,主动约发名家名文 ,实行匿名审稿制

度 ,聘请同行专家严把稿件质量关 ,使得期刊成为质

量高、学术影响大的名牌期刊 ,被评为陕西省一级期

刊、陕西省高等学校十佳学报、全国双十佳学报 ,陕

西省优质产品及新闻出版署署优推荐产品。 刊发的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教授《论西安周围诸河流

量的变化》一文 ,提出从根本上解决西安用水困难的

途径 ,受到省政府重视 ,经省长批示水利厅及西安市

政府制定实施办法 ,成立专门机构予以落实。著名唐

史专家牛致功教授《关于西安建都的朝代问题》提出

建都 13朝代说 ,被省政府采纳 ,作为陕西对外宣传

的结论性意见。陕西省新闻出版局报刊处撰写的《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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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差错率及反馈认识对照表 (单位: % )

类别

对差错率认识 对反馈的认识

严重影响

质量与阅读

不影响质量

但影响阅读

影响质量

严重影响阅读

对报刊无影响

影响阅读

对报刊、读者

均无影响
缺失值 很欢迎 欢迎 无所谓

喜欢

肯定的
不欢迎 缺失值

报纸 64. 28 20. 0 8. 57 4. 29 4. 29 2. 86 30. 00 54. 29 2. 86 8. 57 0 4. 29

期刊 51. 43 8. 75 17. 5 2. 14 14. 64 5. 17 57. 28 46. 61 3. 08 0. 64 0. 2 0. 44

西报刊的下一步:突破“平平” ,迎接辉煌》一文高度

肯定《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注重师范特色 ,反映学术

前沿动态 ,在`高雅’追求上跨步较大 ,产生了一批见

解灼灼的研究成果…… ,给我省学术类期刊带来了

光彩” [ 8]。

第三 ,减少差错 ,注重编校及印刷质量。校对是保

证期刊出精品的一道重要工序 ,对此 ,国家新闻出版

署颁布的《出版工作暂行条例》及中国版协制定的《关

于建立校对质量保证机制的建议》中均有明确规定和

要求。 从报刊社及编辑部制定的政策可以看出 ,陕西

的报刊基本能做到使编校工作规范化、程序化、制度

化。 ( 1)把握源头 ,将错别字消灭在“原稿”上 ,消灭在

编辑修改稿件的过程中。 ( 2)提高编辑人员及专职校

对人员的素质 ,坚持多翻字典、互看互校。 ( 3)建立奖

惩机制 ,使稿件三审制落到实处。从这次调查统计数

据看 ,陕西报刊校对方式多样化 ,报纸与期刊校对方

式同中有异。 期刊以编校合一及责编互校为主 ,报纸

以编校合一及专业校对为主。期刊的差错率大大低于

国家标准的占 13. 27% ,符合国家标准的占 69. 36% ,

高于国家标准的占 12. 37% 。报纸差错率大大低于国

家标准的占 7. 14% ,符合国家标准的占 57. 14% ,高

于国家标准的占 28, 5%。 印刷也是影响报刊质量的

一个重要因素。 陕西各报刊社、编辑部编辑印刷方式

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签订合同 ,委托其他专业印刷厂

印制 ,这种方式占大多数;另一类由报刊集团内部印

刷机构印制。 目前 ,我省各报刊的印制质量大都达到

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与前相较可谓面貌一新。

(四 )报刊种类较为齐全 ,受众群体较为固定

从总体数量上看 ,陕西报刊种类丰富、数量较多 ,

涉及政治、哲学、社会生活、经济建设、文化艺术等多

个领域。从报刊内容看 ,涉及社会生活和科技文化各

个方面 ,形成了受众群体多样但较为固定的特点。

调查数据显示 ,陕西报刊受众年龄多分布于中、

老、青年龄段:其中报纸受众年龄群所占比例依次是

中年 94. 29% ,老年 72. 86% ,青年 68. 57% ,少年

7. 14% ,幼儿 0。这种状况与北京地区 1998年所作

调查中报纸读者群的构成比例基本一致。 我省期刊

工作者认为期刊受众年龄群所占比例依次是中年

89% ,青年 81. 98% ,老年 42. 99% ,少年 1. 31% ,幼

儿 0;期刊内部仅文化艺术类期刊、工业技术类期刊

青年受众超过中年人。但从陕西已有媒介类型的特

征与受众年龄分布可以看出 ,陕西期刊人员对受众

年龄把握较为准确。

陕西各类期刊读者职业都以学生、教师及科研

工作者为主。学报类期刊受众中教师科研工作者占

96. 2% ,经济类期刊受众中商业工作者占 60% ,农

林类期刊受众中农民占 46. 4% ,工业技术类期刊受

众中工人仅占 4. 8% ,文化艺术类期刊受众职业广

泛。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报纸类受众职业比例差异不

大 ,其读者构成比例从高到低顺序是:工人、教师、商

业工作者、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农民、学生、军人。 北

京地区报纸读者构成调查显示 ,其报纸读者的职业

为企业工人、教科文卫人员、公司职员、经济管理人

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陕西省报

业人员对读者构成的认识与北京的调查大体一致。

另外 ,调查表明 ,报刊的通俗程度、接近生活的

程度及定位的性质和受众群体范围大小关系密切。

无论期刊或报纸 ,其通俗性愈强 ,愈接近生活 ,其潜

在受众面愈广。 因此 ,报刊扩大受众面 ,必须在期刊

定位及传播内容方面下工夫 ,稳定报刊固有受众 ,争

取相关专业或职业的潜在受众。

从陕西报刊读者文化水平与报刊关系的调查中

可以看出 ,陕西期刊从业人员认为其刊物受众的文

化层次排序是: 大学生占 83. 88% ,高中生占

45. 63% ,研究生以上占 41. 7% ,而初中、小学文化

程度所占比例极小。 这与北京地区调查报纸读者的

平均学历介于高中和大专学历之间、具有较高文化

层次的特征一致。北京地区大专学历、大学本科及以

上学历 ,三者合计为 73. 5% ,拥有高中以上学历的

读者占目前北京地区报纸读者总数的 3 /4。期刊中 ,

经济类、医药卫生类、工业技术类、学报类受众大学

生及其研究生所占比均高于高中生 ,仅文化、艺术类

受众高中文化程度人数高于大学生、研究生。报纸业

受众文化层也以高中生为最多 ,高于大学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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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这说明陕西 83. 9%的期刊要求读者具有较高文

化层次 ,而专业局限性较小的文化艺术类期刊及报

纸 ,对受众文化层次要求较低一些。

陕西报刊从业人员对受众收入的认识大多集中

于中等 ( 500～ 800元 )、中上 ( 800～ 1 500元 )、中下

( 300～ 500元 ) ,高收入、低收入者并不多。

报刊读者的分布情况如下: 期刊当地读者占

30. 84% ,外地读者占 47. 16% ,内外地均等占

20. 8% ,不清楚者占 2. 2% 。 报纸当地读者占

67. 14% ,外地占 15. 71% ,内外地均等占 14. 29% ,

不清楚者占 2. 86%。出现这种差异是与媒介的性质

及特点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报纸信息流动速度较快 ,

关注社会新闻 ,报道百姓生活 ,提供信息服务 ,故当

地读者占多数。期刊 ,尤其是陕西期刊多以自然科学

技术等学术信息为主要内容 ,多具有跨越地域界限

的普遍性 ,故而外地读者占多数。就陕西期刊内部情

况而言 ,工业技术类、医药卫生类、学报类、文化艺术

类 ,读者均以外地为主 ;经济类、农林类期刊读者省

内稍多于外地。这也说明陕西省大部分期刊影响面

较广 ,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

调查显示 ,陕西报刊从业者注重对受众的调查 ,

发行量较大的报刊尤其如此。 《华商报》社不仅熟悉

报纸读者年龄职业构成 ,还对读者的经济收入了如

指掌。其读者构成如下: 15～ 24岁占 9% , 25～ 34岁

占 20% , 35～ 44岁占 21% , 45～ 54岁占 13% , 55～

64岁占 19% , 65岁以上的占 18% 。 公司职员占

8. 4% ,党政机关干部占 8. 4% ,专业技术人员占

12. 6% ,工厂管理人员占 5. 2% ,职工占 10. 3% ,服

务业职工占 9. 2% ,自由职业者占 3. 0% ,学生占

4. 6% ,退休职工占 22. 5% ,其他人员占 15. 8% 。经

济收入 0～ 299元占 7% , 300～ 599元占 14. 6% ,

600～ 899元占 37. 2% , 900～ 1 199元占 27% , 1 200

元以上占 9. 3% ,无固定收入者占 4% 。这可作为典

型代表。

(五 )报刊社内部管理有序 ,改革意识深入人心

加强管理 ,既是报刊出版工作健康、繁荣发展的

重要保证 ,又是“阶段性转移”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 ,

新闻出版总署相继颁发出版了《期刊管理暂行规

定》、《关于加强内部报纸期刊审批管理的通知》和

《关于加强报刊质量的评估办法》 ,《新批图书、报纸、

期刊、音像出版单位开业前社长、总编辑培训制度》、

《报刊社社长总编辑 (主编 )任职条件的暂行规定》等

一批行政管理规章 ,这对于保证新闻出版事业起着

重要作用。陕西各报刊不仅能自觉遵守这些制度 ,还

制定报刊社及编辑部内部的各项管理制度 ,强化管

理 ,深化改革 ,使改革意识不断深入人心 ,起到了有

效的管理作用。 陕西各报刊社及编辑部打破了平均

分配的大锅饭制度 ,实行选调制、聘任制等用人制

度 ,不少单位人员能进能出 ,职务能升能降 ,工资能

高能低。 如《陕西日报》社制定了《〈陕西日报〉政工、

行政和经营管理部门工作条例》、《〈陕西日报〉编辑

记者工作条例》 ,在行政部门推行定编、定员、定任务

的三定方案 ,实行目标管理。在编采部门实行数量和

质量双重考核标准 ,把所有人员的工资与奖金同业

绩挂钩 ,鼓励编辑记者多编采“重、新、快、活”的高质

量稿件。《西安晚报》编委办制定了《报纸编校质量评

比差错认定细则》 ,印发到编校人员 ,使责任到人 ,提

高报纸编校质量。 《现代企业》杂志社采用事业单位

与企业相结合的管理方法 ,“千斤重担人人挑 ,人人

肩上有指标” ,坚持两手抓进行工作业绩考核 ,拉开

分配档次 ,多劳多得 ,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

从陕西报刊工作流程来看 ,陕西报刊的内部管

理较为严格。约稿、审稿、编稿、打印稿件、校对稿件

等均有一定的程序 ,且执行认真。 调查显示 ,陕西省

各报刊的各类稿件变动情况较小 ,且发稿周期较为

适中 ,其中已定稿件有变动 ,但变动不多与变动很小

的比例占 83. 93% ,经常变动已定稿的占 7. 7%。 经

常变动的稿件与其他状况的只占很小比例 ,这说明

我省报刊编辑工作能有序而灵活地进行。

综上所述 ,陕西报刊的优势是明显的 ,这是陕西

报刊工作的亮点 ,也是今后进一步做好报刊工作的

新起点。

二、陕西报刊工作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于友先 1995年 12月 22日在《繁荣中国社会科

学期刊事业——在首届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期刊颁奖

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中国期刊界的不足时说到: 从

期刊的质量、效益、队伍状况、出版管理等多方面看 ,

一是期刊品种多 ,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少。二是发行量

小的多 ,发行量大的少。 三是经营亏损的多 ,经营赢

利的少 ,赢利的期刊仅占期刊总数的 19. 42% ,亏损

的占 41. 44% 。四是期刊品种增长快 ,队伍素质提高

慢 ,实际素质相对下降。其中 1994年与 1978年比

较 ,期刊品种增长 8. 5倍 ,在近 6. 2万名期刊编辑人

员中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仅占 73. 94%。五是内容

差错率高的多 ,差错率低或无差错的少 [9 ]。按照以上

要求 ,分析调查的情况 ,陕西报刊工作存在一定的问

题与不足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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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作人员道德水准有待不断提高

新闻出版事业是一项特殊的事业 ,它主要从事

精神产品的生产、加工和流通工作 ,因而传播者也可

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出版工作者应具备良好的

道德素质、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较强的鉴审识别力和

政治敏锐性。 从业人员应不断地自觉学习国家的法

律、法规和各项政策决定 ,具有廉洁奉公、敬业爱岗、

服务社会的强烈职业道德 ,自觉抵制有偿新闻。然

而 ,目前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却不断地影响着编辑出

版队伍 ,一些腐败行为在编辑出版队伍内部时有发

生 ,致使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见利忘义、惟利是

图、内外勾结、权钱交易等丑恶价值观念也对出版队

伍有所侵蚀。 这种各地都可能存在的现象在陕西到

底如何? 通过对现阶段出现的以“红包现象”为代表

的不良现象、对职业道德水准升降的情况及影响职

业道德水准的原因的调查 ,其结果显示:报刊从业人

员认为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职业道德水准发生

变化是必然的 ,可上升亦可下降。目前 ,认为下降的

人数比例明显高于认为上升人数比例的 27. 57% ,

对“红包”持宽容态度的人员占 56. 43% ,高出认为

不太合理及不合理人数比例的 32. 15% (见表 2)。

表 2　职业道德调查情况表

问题 比例 /%

红包现象

道德水准

必然的 可以理解 无可奈何 不太合理 很不合理

报刊 1. 25 29. 47 25. 71 27. 32 3. 04

大幅提高 有所提高 保持没变 有所下降 大幅下降

报业 0 31. 45 5. 17 51. 14 4. 29

期刊 2. 54 21. 82 8. 38 50. 52 8. 08

　　如果联系目前报刊世界职业道德下降的总趋势

与从业人员对“红包”现象的态度可以看出 ,职业道

德水平下降与报刊从业人员的宽容态度有密切关

系。分析职业道德水准下降的原因 ,大多数从业人员

认为是多种原因综合引起的。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

及管理方式是首要因素 ,其次是个人品质 ,再次是经

济收入 ,再其次是行业影响 ,最后是与个人所受教育

有关。 调查明显警示报刊业管理者 ,应加强管理 ,制

订出严密的规章制度 ,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

律严、作风正的新闻出版队伍。工作人员应形成良好

个人品质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要自

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和影响 ,遵守职业道德。

(二 )办公现代化设施急需改进

高新技术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地影响着出

版业 ,无论是报刊的进步还是报刊的发展 ,都必须对

此作出战略性的思考和部署。 当代高新技术所具有

的系统性、网络性、集约性、规模性已经对中国传播

体制、传播硬件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就电子网络而

言 ,它对出版业的影响是巨大的。 首先 ,改变了编辑

部或报刊社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 ,其次改变了传

统的发行业务活动和工作模式 ,同时又给读者的阅

读带来深远的影响
[10 ]
。 因此 ,应不断提高新闻出版

业的现代化水平。在当前新闻出版业深化改革 ,不断

提高报刊质量 ,创办名牌产品 ,出版优秀报刊的形势

下 ,尤其应当如此。具体表现在: ( 1)改善从业人员办

公条件 ,使其以舒畅的心情投入工作。( 2)改善策划、

组稿、审稿、改稿、校稿的现代化条件 ,使稿件能够快

速、高效地得到处理 ,加速信息时代信息流通的速

度。( 3)改善排版、印刷现代化条件 ,使其能以高清晰

度的内容、美观的色彩形式吸引读者 ,扩大发行。

( 4)改善接受反馈信息的方式 ,使信息的反馈及时得

到处理 ,以便改善策略 ,使出版工作得以最佳方式进

行。 陕西报刊业办公现代化程度并不尽如人意。 本

次调查主要依据办公条件来进行 ,结果如下:

从办公条件而言 , 72. 83%的编辑部拥有电话 ,

66. 78%的具备良好的照明、宽敞的工作环境 ,

38. 58%的拥有电脑 , 27. 49%的拥有空调 , 20. 3%拥

有网络系统 , 17. 02%的拥有复印机。总体而言 ,报刊

业办公现代化的程度不高 ,但先行者有一定数量。就

报业与期刊业比较而言 ,报业办公现代化程度高于

期刊业 ,其拥有的各类现代化办公设备比例均高于

期刊业。 期刊业内部办公现代化程度高低次序依次

是: 文化艺术类、工业技术类、学报类、医药保健类、

农林类、经济类。显然 ,陕西报刊业办公现代化程度

与发达地区存在明显差距 ,应不断改进。

(三 )报刊结构需进一步调整

改革开放后 ,陕西报刊业经历多年的发展 ,出现

了巨大变化。就报纸而言 ,改革开放前仅有 3种 ,发

展到 1998年拥有 47种 ,由清一色的党报发展到拥

有多种报纸。从分类看 ,有专业报、行业报、企业报、

综合报、社会生活报等 ;从分工特点看 ,有工人报、农

民报、劳动报、文化艺术报、法制报、消费报、晚报、经

济报、生活报等。基本形成了多渠道、多层次新闻覆

盖体系。 其构成与全国构成比
[11 ]
见表 3。

　　期刊也有长足发展。 根据陕西省新闻出版局报

刊处 1997年统计数据显示 ,陕西 1997年共出版发

行期刊 249种 ,其中综合类 9种 ,哲学、社会科学类

31种 ,自然科学技术类 170种 ,文化教育类 21种 ,

文学艺术类 21种 ,少儿类 13种 ,画刊类 2种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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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陕西报纸与全国报纸比

报纸种类 1998年陕西报纸比 /% 1998年全国报纸比 /%

省级报 ( 34家 ) 65. 4 40. 14

地市报 ( 14家 ) 26. 9 41. 79

县级报 ( 4家 ) 7. 7 7. 79

1999年登记注册有 275种 ,其构成及比例与前相差

不大。 这种构成比例与 1998年全国期刊构成比 [ 11]

相较见表 4。

表 4　陕西期刊与全国期刊比

期刊种类 1997年陕西期刊比 /% 1998年全国期刊比 /%

综合类 3. 6 5. 51

哲社类 12. 4 22. 23

自然科学类 68. 27 54. 53

文化教育类 8. 4 8. 84

文学艺术类 8. 4 6. 71

少儿读物类 5. 2 1. 28

画刊类 0. 8 0. 90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 ,陕西报刊构成有自己的特

点: ( 1)报刊分布地域过于集中。 报纸除部分地市报

外 ,其他的都市报、工人报、农民报或是经济类、科技

类、公安类专业报等都集中在西安 ,分布地过于集

中 ,不便各类新闻信息的广泛、快速传输与交流。

( 2)期刊种类繁多 ,但构成与效益不尽协调。自然科

学期刊虽是陕西的特色 ,但经济效益与之成反比。画

刊类期刊种类过少 ,绝对数量仅有 2种 ,且缺乏市场

性画报、探索性画报。 目前哲社类期刊数量较少 ,构

成比例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比。少儿读物经济效益不

错 ,但仍未能满足市场需求 ,如中国 8 000多家期刊

中 ,不到 20%的刊物赢利经营 ,相比而言 , 126家少

儿期刊仅有 10家经营亏损 ,这 10家期刊还有一半

是新创办尚未打开局面的
[12 ]
。少儿期刊是经济效益

相当好的一类期刊 ,但数量还是过少 ,且没有一份是

办给农村孩子的。 ( 3)报刊统筹规划少 ,办刊宗旨相

同或相近 ,栏目设置、编辑风格区别过小 ,有重复现

象 ,造成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陕西报刊应下大功

夫了解读者的定位及需求 ,在广泛捕捉市场信息的

情况下 ,及时调整报刊经营思路 ,使报刊获取双效

益 ,真正上一个新台阶。

(四 )报刊经济效益亟待提高

报刊的繁荣不但是质或量的单方要求 ,而是质

与量的统一 ,是两个效益的统一。经过多年的努力 ,

陕西已拥有一批两个效益都比较好的报刊 ,报纸如

《陕西日报》、《西安晚报》、《法制周报》、《宝鸡日报》 ,

杂志如《女友》、《收藏》、《少年月刊》、《共产党人》、

《党风与廉政》、《家具与生活》、《家庭之友》、《税收与

社会》、《医学美学美容》等。但大量的报刊却处于经

济状况窘迫的境地 ,这从几个方面可以显示出来:

1. 大多数的报刊发行量过小。现代报刊产业化

运作的基本特点是以尽可能低廉的售价获得尽可能

大的报纸发行量 ,再以尽可能大的报纸发行量去赢

得尽可能多的广告客户 ,从而以广告费的收入弥补

报纸发行额的亏损以及其他经营性开支并最终获得

赢利。因此 ,广告与发行量大小有着密切关系 ,人们

特别注重发行量的大小。 世界上报业经济比较发达

的国家普遍建立了报刊发行量核查机构。陕西报刊

从业人员对发行量的看法如下:

期刊人员认为自己的期刊发行量很大 ,已达到

颠峰者为 0。 1. 31%的人员认为发行量较大 ,可开拓

的领域不大。 11. 6%的人员认为发行量较大 ,潜力

也很大。 77. 37%的人员认为发行量一般 ,潜力需发

掘。 4. 69%人员认为发行量很小 ,潜力已尽。

3. 93%的人员不清楚。报业中 4. 29%的人员认为发

行量很大 ,已达颠峰。 4. 29%的人员认为发行量较

大 ,潜力不大。28. 57%的人员认为发行量较大 ,潜力

也较大。 61. 43%的人员认为发行量一般 ,潜力须发

掘。 2. 86%的人员表示不清楚。

将报刊人员对期刊市场的看法与对报刊发行量

的认识相比较可以看出 ,陕西报刊大部分人员一方

面认为市场基本饱和 ,可开拓的潜力很小 ,一方面认

为自己期刊的发行量一般 ,潜力需发掘。这存在一定

的矛盾之处 ,说明报刊人员对市场的认识模糊。

对于采用何种方式扩大发行量 ,报刊人员存在

不同看法 ,相当多的人员思路较为模糊。在给出的方

式中 ,以降价、赠送等消极手段为选择者分别占

12. 9%。以寻找新代理商、利用各种促销方式等积极

手段扩大发行量的人数占 33. 2% 。而以其他未知方

式为选择者占 51. 6%。这恐怕也是陕西报刊未走出

市场低谷的一个因素 ,应当引起业内人士的关注。

2. 经济收益不平衡。期刊大部分经济效益很一

般 ,表现在: 能够上缴大量利税的期刊仅占到

1. 1% ,能维持开支稍有赢余的期刊占 16% ,盈亏基

本持平的期刊占 45. 25% ,时有亏损的期刊占

15. 16% ,严重亏损期刊占 6. 69% 。报业经济效益稍

好于期刊 ,能够大量上缴利税的占 10% ,稍有赢余

者占 32. 86% ,收支平衡者占 77. 14% ,有亏损的占

11. 43%。

3. 经营策略急需调整。市场意识淡薄是引起经

74　　　　　　　　　　　　　　　　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2年　



济效益不佳的主观因素 ,而经营策略得当与否是经

济效益好坏的直接原因。就报刊而言 ,陕西报刊经营

效益之所以一般是与发行方式有直接关系的。 总体

而言 ,陕西报刊采用的发行主渠道是邮发 ,因为期刊

主要依靠邮局和单纯依靠邮局发行的占 61. 6% ,自

办发行的占 27. 9% ,邮局发行和自办发行并重的占

10. 4% 。报纸以邮发为主要方式的占 61. 43% ,自办

发行者占 25. 7% ,二者并重者占 12. 87% 。报刊具有

较强的一致性 ,同样的发行方式 ,但报纸效益比期刊

好 ,其原因与定价、广告等有着密切关系。

关于陕西报刊定价 ,调查显示 ,期刊人员认为价

格偏高者占 5. 58% ,适中者占 40. 45% ,偏低及过低

者占 39. 1%。 报纸人员认为偏高者占 8. 57% ,适中

者占 61. 43% ,偏低与过低占 30%。 比较可见 ,陕西

期刊人员对定价与期刊经营关系的关心程度较报纸

差 ,价格偏低程度高于报纸。

4. 刊发广告的报刊数量偏少。利用广告获取利

润已成为现代传播媒介生存、发展的重要手段。国际

出版业界有一种公认的说法—— “三位一体”说 ,即

编辑、广告、发行量是出版业界不可或缺的三个方

面。广告在国外出版业界占据着重要地位。以澳大

利亚为例 ,其报纸 70%以上的收入来自广告 ,因此

各报普遍重视广告。陕西报刊广告总的情况是报纸

广告优于期刊 ,刊发广告的报纸数量远多于刊发广

告的期刊 ,报纸刊发的广告总量也多于期刊刊发的

总量。 1997年陕西省共有 55家报纸广告收入总计

18 649. 95万元 ,每家平均 339. 09万元 ,其中超过

1 000万元的有 3家 ,上亿元的 1家。收入在 5万元

以下的有 8家 , 30万元以下的 23家。靠拨款或差额

补贴的报纸有 26家 ,合计金额 847. 88万元 ;收支基

本持平的有 26家 ;亏损的有 5家 ,其中 4家属拨款

或差额补贴的报纸。有非主业收入的仅 8家 ,共 186

万元 ,每家平均 23万元
[13 ]
。调查显示陕西省大部分

期刊不刊发广告。就广告设计的一些具体情况看 ,陕

西报刊广告经营情况也不容乐观。

( 1)广告趣味性。广告的趣味性是广告传播获得

成功与否的限定性因素 ,而考虑读者的兴趣还是考虑

广告客户的兴趣 ,对广告也有一定影响。陕西报刊从

业人员对读者兴趣的考虑程度相当低。从调查看 ,期

刊能做到从读者出发、兼顾客户需求的占到 8. 38% ,

考虑读者少、随客户需求的占到 18. 53% ,有时也从

读者兴趣出发但主要考虑客户需求的占 31. 2% ,而

完全不考虑读者兴趣的占 6. 25% 。不关心的人员占

16. 7% 。就报纸而言 ,兼顾读者与客户利益的比例高

于期刊 ,占 30%以上。 仅从读者兴趣出发、仅考虑客

户需求、不关心的人数比均小于期刊。

( 2)广告真实性。 广告的真实性关系到读者利

益 ,并可反映传播者的道德素养。陕西报刊广告的真

实性情况较好。期刊类 62. 5%的人认为广告的真实

性是广告的第一要素。占 4. 5%的很少一部分人认

为广告的真实性需要考虑 ,但更重要的仍然是考虑

广告能否赢利。10. 4%的人虽考虑真实性 ,但真实性

核对的程序方面存在欠缺。报纸方面注重真实性的

占到 75. 71% ,有 10%的人主要考虑是否赢利 ,

12. 86%的人在程序方面存在欠缺。

( 3)广告艺术性。广告艺术性的调查主要是通过

广告的形式与广告的内容所占的比例、广告所占版

面量的多少来进行的。期刊中认为广告的形式非常

重要并要与内容一致的占到 19. 43% ,认为形式不

重要而内容更重要的占到 29. 55% ;报纸中认为形

式与内容应相投的占到 32. 86% ,形式不重要而以

内容取胜的占到 60%以上。 可以看出 ,陕西报刊业

的广告仍然处于不发达状态 ,对于美学的要求仍然

在低层次上徘徊。对于期刊而言 ,大部分人员认为广

告的版面量不宜过多 , 42. 45%人员认为版面量以控

制在 1 /5以下为宜。 报纸的绝大多数人员认为应控

制在 1 /3～ 1 /4之间。

从调查发现的问题中 ,陕西报刊业应当得到启

示 ,增强危机感、紧迫感 ,从而冷静思考 ,寻找差距 ,

奋起发展。

三、陕西报刊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陕西是文化、出版资源大省 ,有着明显的出版优

势 ,但由于过去在机制与体制等诸方面存在的问题 ,

资源流失 ,对陕西新闻出版业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

响。针对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陕西报刊业应在以下几

个方面不断做出努力:

(一 )进一步强化报刊个性特色 ,增强精品意识

党的“十五大”对新闻出版工作提出了“加强管

理、优化结构、提高质量”的指导方针 ,为报刊向高层

次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而实现这一目标 ,有效的途

径就是树立精品意识 ,实施精品工程 ,要使精品生产

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精品是报刊增强竞争力的

条件 ,代表着报刊社及编辑部的形象 ,标志着出版的

质量和水平。陕西各报刊都应当注重个性 ,办出自己

的特色。而办出特色就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 1)要有明确的导向意识 ,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和宗

旨。( 2)要有强烈的读者意识 ,了解读者所需 ,知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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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市场的空档 ,确定好本报刊的定位。 ( 3)策划设计

特色栏目 ,要使人们一提报刊就知道某栏目 ,提到某

栏目就知道某报刊。 ( 4)突出特色内容与新颖形式 ,

这是树立报刊形象与风格的重要方面。( 5)降低编校

差错 ,这是成为报刊精品的必备条件。 ( 6)印刷装帧

考究、精美。 ( 7)发行要有优质的服务。惟有这样 ,报

刊才有望成为精品 ,也才能真正获得两个效益。

(二 )不断强化经营管理 ,提高经济效益

陕西报刊大多具有很好的社会效益 ,这一优势

是必须保持的 ,但大部分报刊经济效益平平的状况 ,

也应引起业内人士的高度关注。 目前 ,忽视经营、忽

视质量的倾向 ,在一些报刊社及编辑部是存在的 ,只

是各报刊社及编辑部表现的轻重程度不同。陕西报

刊要获得好的社会、经济双效益 ,必须通过转变观念

寻找突破口 ,确立面向市场的观念。要转变新闻出版

业不是企业产业而是事业 ,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必然矛盾的观念 ,重视和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报刊

社及编辑部应当做好以下几点:

1. 深化报刊社及编辑部体制改革 ,建立科学、

合理的管理体系 ,建立有益于报刊发展经营机制 ,保

证期刊编、排、印、发等各环节的相互协调和高速运

转。应进一步加大分配制度和用人制度的改革力度:

分配制度应进一步体现效率优先、多劳多得的原则 ;

用人制度上应引入竞争机制 ,广揽人才。

2. 确立市场观念 ,学会现代经营。效益的好坏

是要通过市场销售来实现的。搞好销售 ,就必须确立

市场观念 ,要学会市场分析、市场定位 ,定好价格策

略、发行策略、服务策略、广告策略、发展策略等。目

前国内及省内一些经济效益颇佳的报刊社的经验 ,

很值得学习和借鉴。如《北京青年报》经营规模的“三

化”目标 ,即报纸要日报化、报业要规模化、经营要立

体化 ,就很有价值。规模化即报业要扩大主业产品生

产能力 ,形成规模 ,走报业集团化的路子。 立体化即

追求资源的综合利用 ,多品种发展报业 ,以主体化的

方式最大份额地占领报业市场 [ 14]。《女友》杂志坚持

一业为主 ,多种经营 ,在主业中 ,把蛋糕做大 ,除出版

《女友》、《文友》外 ,还出版有女友精华本、女友珍藏

本和女友特别奉献本 ,形成了系列读本。在发行上实

行两条腿走路。《女友》每期邮发 10万 ,自办发行 60

万 ;《文友》每期邮发 3万 ,自办发行达 9万。同时将

刊物的影响向经营领域渗透 ,围绕刊物的编辑、印

刷、发行等业务 ,成立了女友文化科技开发公司、文

成广告公司等 5个经营实体。 1997年该刊多种经营

收入多达 1 000万 ,占实现利润的 2 /3,形成了比较

合理的利润结构。陕西师范大学中参杂志社在全国

设立 20多个发行点 ,每个发行点发行码洋都在 10

万以上 ,如此做法既利于扩大发行 ,又有效地遏制了

发行点所在地的盗版活动。该杂志还通过邮局的微

机联网资料 ,找出杂志在全国的县级空白点 ,并通过

对这些空白点所在的学校免费寄赠刊物 ,以主动、真

诚的态度去吸引读者
[15 ]
。

(三 )进一步加强各媒介交流合作 ,实现媒介间

优势互补

报刊的竞争 ,迫使各媒介都处于一种危机状态。

陕西报刊要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发展 ,立于不败之

地 ,必须加强交流 ,扬长避短 ,这是从报刊大省走向

报刊强省的需要。

1. 要加强行业间的工作交流 ,学习先进单位的

管理方式、经营方式 ,借鉴成功的做法 ,结合本单位

实际 ,不断探索、改进工作。

2. 要加强媒介间的合作 ,突破各自为战 ,避免

内容重复、风格雷同的弊端。 应在选题、制作等多方

面合作提高。

3. 积极探索、改革 ,加快报刊业产业化、集团化

的步伐。集团化是中国新闻出版业不可避免的选择 ,

是阶段性转移的继续和发展 ,其目的在于推进体制

改革与经济增长。各报刊社及编辑部都应该认真思

考和讨论集团化的优势、集团化的方式、集团化的集

合点等 ,为下一步改革的深入开展奠定基础 ,大力推

动陕西报刊业大发展。

(四 )积极设立培训部门 ,进行报刊从业人员的

再培训

加强人才的培养是提高报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

益的关键。报刊社的人才主要有三种 ,一是决策指挥

人才 ,二是采编专业人才 ,三是经营管理人才。凡是

办得好的报刊 ,无一不拥有人才优势 ,无一不重视人

才的培养。

从陕西报刊人员的构成看 ,虽有一支年轻而热

爱本职工作的编辑队伍 ,但仍需对之进行职业再培

训 ,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培训极为必要。 陕

西报刊人员素质及学历相对其他地区较高 ,但大专

及以下学历人员仍占一定的比例。 再者从编辑人员

的业务能力及从事工作的经历看 ,年轻者及 5年以

下工龄者尚有一定数量。 加之编辑出版手段的现代

化及各类高新技术不断应用于排版、印刷系统 ,旧有

的传统编辑工艺过程逐渐被取代 ,使得编辑及各类

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必须不断更新。二是对从业人

员进行教育具有可行性。 目前国内编辑的正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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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继续教育的大气候已经形成 ,尤其是继续教育受

到各级部门的重视。国内不少大学如清华大学、中国

科技大学、复旦大学、河南大学等多所院校均开办有

编辑学专业 ,既进行正规生教育 ,也面向社会招生。

陕西的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也开设有新闻传播各门课程 ,可为广大

的报刊从业人员提供极为便利的提高机会。加之编

辑等各类从业人员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望 ,希望得到

机会接受专业教育 ,所以进行再教育具有可行性。

对报刊从业人员进行再教育 ,可针对编辑及从

业人员的具体情况进行目标不同的教育。( 1)以更新

知识为目标的继续教育。这主要针对报刊从业人员

知识结构不合理、知识结构老化等进行。当代科技的

飞速发展及信息的迅速更替 ,使每一个报刊从业人

员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新形势下要做合格的一

员 ,必须进行知识的不断更新 ,这样才可保证报刊质

量真正上新台阶。 ( 2)以补充为目标的继续教育。报

刊从业人员工作的特殊性使得他们必须具有宽广的

知识面 ,具备较好的应变能力以及较强的市场意识。

但陕西省报刊从业者经营意识淡漠 , 市场观念不强

较为普遍 , 对广告的重要性认识不清也是不争的事

实 , 所以 , 应当有针对性地进行此类教育。 ( 3)以提

高为目标的再教育 ,主要在于增强编辑人员的素质。

报刊从业者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及敬业爱岗的工

作态度。尤其是在近年一些报刊从业人员职业道德

有所下降的情况下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更显得重要、

迫切。

对编辑人员进行教育 ,一方面可以高校新闻传

播院系、研究所为载体 ,一方面可在新闻出版机构系

统内部设立培训部 ,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可以是边学

边干不脱产的继续教育 ,这样既能密切联系实际 ,又

可节约经费 ,还不影响工作 ,这种方式应成为继续教

育的首选。也可以是脱产的长期进修 ,进行较为正规

的教育 ,这种方式可集中时间与精力 ,保证学习效

果 ,明显提高在职报刊从业者的专业理论水平。此

外 ,还可以采用各种短期培训及自学成才等方式进

行学习 [16 ]。

报刊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 ,目的在于不断提高

其思想、业务素质 ,更好地适应科技发展的社会形

势 ,更好地胜任报刊工作。

在本课题最后完成的时候 ,历史已进入 21世

纪。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 WTO,以及西部大

开放的推进 ,中国报刊事业的发展既面临着严峻的

挑战 ,又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通过调研 ,笔者深

深感到 ,陕西省报刊业的发展具有良好的基础 ,独特

的优势 ,诱人的前景。只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 ,深

化改革 ,坚持正确的办报办刊方向 ,埋头苦干 ,不懈

奋斗 ,陕西省由报刊大省走向报刊强省的奋斗目标

就一定能够实现!

附记:本调研工作得到了陕西省新闻出版局报

刊处王树林处长、薛耀晗副处长、来明善同志、王丽

君同志等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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