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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关于报业危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营性危机方面，少有更深层面的展开。实际

上，经营性危机只是报业危机的表象，而信息方式的转变所引起的主体重构才是危机产生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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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 纪 的 办 报 人 决 不 会 想 到 ， 两 个 世 纪 之

后，那轮喷薄欲出的朝阳终于日落西山；". 世纪

的报业老板也决不会想到，一个世纪之后，那条

闪耀着黄金色彩的利润之河逐渐干涸寂寥；&# 世

纪的报业集团航母上的水手们在庆幸没有被广播

和电视击沉之余，他们当然也不会想到，在跨入

新 千 年 之 际 ， 报 业 又 将 面 临 一 场 更 为 深 远 的 危

机，由这场危机掀起的巨浪，会毫不容情地将这

块昔日繁荣鼎盛的大西洲永远沉没在冰冷的大洋

深底，或许，只有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在泛黄的纸

叶间才可寻觅到它的踪迹。

新 千 年 的 变 化 可 能 被 传 媒 业 的 人 士 最 先 感

知。来自全球报纸协会的数字显示，从 "../ 年到

&##) 年，美国的报纸发行量下降了 /0 ，在欧洲

和日本分别下降了 )0 和 &0 。&# 世纪 !# 年代，/
个美国人中有 $ 个人在读报，而现在则只有不到

$#0 的人读报，且仍呈减少的趋势。&##! 年 $ 月

公布的 《中国传媒蓝皮书》指出，以 &##/ 年为

“拐点”，中国传统报业已停止了持续多年的上

升脚步，广告营业额开始大幅下滑，平均跌幅达

"/0 以上，中国报业已陷入经营危机。报业衰落

的更重要标志是，正在失去大批的年轻的读者。

全 球 报 纸 协 会 统 计 ， 目 前 ， 世 界 主 要 发 达 国 家

"+ 1 )$ 岁人群中约有 !+0 以上的人不读报，即使

是 中 年 读 者 ， 读 报 时 间 也 开 始 大 大 小 于 上 网 时

间。这种改变将导致这些年轻人在年老以后仍旧

不阅读报纸，同时，也很难想象他们的下一代会

回 到 报 纸 前 面 。 或 许 不 久 报 纸 便 将 退 出 历 史 舞

台，这个 “不久”是多久？美国北卡莱罗纳州立大

学教授菲利普·迈尔在 《正在消失的报纸：在信息

时代拯救记者》一书中预测，&#$# 年 $ 月最后一

位读者在读完最后一份报纸后将其丢弃。现在，我

们的任务就是寻找出这场危机背后的答案：究竟是

什么使得昔日号令天下的恐龙帝国走到了倾覆的边

缘？

回顾传媒产业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

这一行业的兴起是在经济与政治文化的双重驱动之

下逐渐壮大的。就政治文化而言，一方面传媒作为

信息和意见传播的平台，理所当然地在公共领域中

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它是民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 “第四种权利”，

它鼓励和保障大众参与公众生活和民主进程。同

时，它又对国家机器和民主进程行使批判和监督功

能。传媒被视为公众言论自由权利的代表，尽力地

满足和服务于公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传媒又体

现着国家意识形态，它须向公众传达政治利益集团

所认可的主流导向。就经济而言，传媒以受众的注

意力为商品，向广告主进行兜售。如同达拉斯·斯

麦兹 （2344356 76 89:;<=）所说，广告时段的价值

是传播产生的间接效果，而内容与节目则是钓饵性

质的 “免费午餐”，两者都不是媒介产生的真正商

品，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产品是受众的注意力。受

众在消费广告的同时是在创造价值，这种价值最终

是通过购买商品时付出的广告附加费来实现。也就

是说，传媒产业是 “眼球产业”，它很大程度上依

附广告业而生存，其中尤以报业为甚，报业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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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的收入来自于广告，其次才是发行。

从经济层面很容易看出，报业危机是经营性危

机，即报业的业务模式过于脆弱，在高速变更的经

济生态环境中它不能够持续而可靠地创造利润。我

们用公式可表达为：报业利润 ’ 广告收入 ( 发行收

入 ) 人力 ) 物力成本。其中人力成本主要指采写、

编辑、印刷、发行四个环节当中人员的工资支付，

它是随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增长的量；物力成本主要

是纸张的消耗，而在日益重视环境保护和资源节制

的全球背景下，它同样是提升量；发行收入是报业

收入中较少的部分，约占 *#$ % "#$ ，因此它并

不能为报纸赢利；广告收入才是报纸赚钱的关键，

但它受到以下因素的冲击：+、大众媒介 （包括报

业、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不是广告营销的唯一选

择，在营销方法和技巧日臻成熟的今天，广告主有

多样的选择，公关活动在广告营销中更占据主导

性，大众媒介只是辅助性的、次要的手段。*、新

媒体的兴起瓜分走了缩水的蛋糕，而报纸由于纸质

特点和版面限制，不可能刊登再多广告的时候，电

子媒介则能。"、广告同时受宏观经济因素影响，

直接关系报业收入的稳定。由此可见，报业的经济

产业链是何等地易冲溃。

但是，经营性危机是否真正地使报业陷入灭亡

的境地？在几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报业又何止一

次面临经济危机的考验。降低成本，扩大收入，探

索新的经营模式，能否让报业起死回生？

如果进一步探讨报业政治文化层面的危机，我

们会惊讶地发现，报业的凋零在其诞生之日就宿命

般地注定了。报业危机的深层因素在于，信息方式

的转变所带来的主体方式的转型。

每个时代所采用的符号交换形式都包含着意义

的手段和因素。信息方式的诸阶段可以试做如下标

示：+、面对面的口头媒介的交换；*、印刷的书写

媒介的交换；"、电子媒介的交换。马克·波斯特

认为， 第一阶段的 特点是 符号的 互应 （,-./0123
30445,60785735,），第二阶段的特点是意符的再现

（45645,579:9207 0; ,2<7,），第三阶段的特点则是信

息 的 模 拟 （27;04.:9207:1 ,2.=1:9207,） 。 在 第 一 阶

段，即口头传播阶段，自我 （9>5 ,51;）由于被包嵌

在面对面关系的总体性之中，因而被构成为语言交

流中的一个位置；在第二阶段，即印刷传播阶段，

自我被构建成一个行力者 （:<579），处于理性 ? 想
象的自律性的中心；在第三阶段，即电子传播阶

段，持续的不稳定性使自我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多

元化。电子传播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对于信息交换的

限制，同时它以流 （;10@）的方式向个体互动地交

换信息，旧的情境不断打破和重组，新的情境不断

涌现，从而为个体确立自身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复杂

性。个体需要尽可能多且即时的信息来认识世界和

构 建 自 身 ， 他 还 需 要 信 息 具 有 更 强 大 的 表 征 力

（45645,579:92A5 60@54）。电子媒介比其它媒介更

能以形象的真实来代替本来的真实，越来越泯灭现

实与虚构、外与内、真与伪的边界。它在满足信息

的表征力欲望之时，颠覆了理性的自律主体。电子

媒介在更多的交换信息之中，却又总是将主体悬置

于客观性的种种不同信量之间，主体因此始终是漂

浮的，没有明确的中心，没有清晰的边界。不同的

构型使主体随着偶然情境 （9>5 033:,207）的不确定

而相应地一再重新构建，直至 “内爆”，直至 “消

解”。在信息方式中，主体要想辩明能指流 （9>5
;10@ 0; ,2<72;254,） “背后”的 “真实”存在已越来

越难，甚至可以说毫无意义。

麦克卢汉的名言 “媒介即信息”虽指明了信息

方式这一方向，但走得还不够远。他着重探讨接受

者主体的 “感觉中枢 （,57,042=.）”，从认定主体

是一个感知的而非阐释的存在。然而，信息方式所

质疑的不仅仅是主题性的感觉器官，而是其具体形

式：它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它对该世界的看法，它

在 该 世 界 中 的 位 置 。 若 说 我 们 面 临 着 由 “热

B >09 C”交流媒介到 “冷 （3001）”交流媒介的变

化，或说面临着麦克卢汉认为的感觉中枢的整改，

还 不 如 说 我 们 面 临 着 主 体 普 遍 性 的 去 稳 定 化

（85,9:/212D:9207）。马克·波斯特进一步认为，信

息方式中的主体已不再居于绝对时空的某一点，不

再享有物质世界中某个固定的制高点，再不能从某

一制高点对诸多可能选择进行理性推算。相反，这

一主体因数据库而被多重化，被电脑化的信息传递

及 意 义 协 商 所 消 散 ， 被 电 视 广 告 去 语 境 化

（8530795E9=:12D58），并被重新指定身份，在符号

的电子化传输中被持续分解和物质化。我们每日随

意 （随何人之意尚存疑问）地漫游地球，因为有了

通信卫星，我们连身体都无须移动一下，漫游范围

便可超越地球。因此，身体已不再有效地限制主体

的位置，通讯设备使整个地球上的神经系统延伸到

这样的程度，使它能将我们这一星球笼罩在语言的

意识域 （700,6>545）内。如果我坐在成都便能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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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一个朋友直接或通过电子邮件交流；如果我不

必走出房间便能亲眼目睹全球各地发生的政治文化

经济事件；如果我在电脑或电视旁就能购买到遥远

某地的商品；那么我在哪里呢？我又是谁呢？在这些

情境下，我不可能认为自己还占据着我理性的、自律

的主体性的中心，也不可能认为自己还是被一个界

定明晰的自我（#$%）所限定着，我只能认为自己是分

裂的、颠倒的、消散于社会空间之中。

报业危机的出现何电子媒介的兴起表明，信息

传输者与接受者、音讯与它的语境、接受者 & 主体与

它的表征等关系正在当今进行着重构。这种重构转

而将一种新的关系强加到科学与权力之间、国家与

个人之间、个人与社群之间、权威与民众之间、家庭

成员之间、消费者与零售商之间。总之，由报业建立

起来的已在了两百多年的制度性常规，而今却正被

电子媒介这场地震所动摇，并被重新组构成新的常

规。套用马克思的所法，磨房与封建主义相联系，蒸

汽机与资本主义相联系，那么同样可以说，电子媒介

与当今以至将来的信息交流方式相联系。电子媒介

对时空限制的突破程度和对真实的仿真程度将支配

着未来主体可能发展所成为的形态。而报纸必将越

来越边缘化，直至成为电子媒介的其中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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