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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报业发展，在广东或全国都不止一例，但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制度变
迁理论，全方位、系统化具体分析、研究新时期广东报业发展，好像还不多见。
本书作者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将十多年从事报业的经验体会提炼出来，发现问题，找出不足，
再结合攻读产业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机会，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既进一步检验理论，又进一步指导实
践。
作者以制度变迁视角分析、研究广东报业的广告经营、发行、集团化、资本运营、跨行业、跨媒体、
跨区域、跨形态发展、拓展农村市场和专业镇，以及人才制度改革等诸多发展关节点后，得出制度变
迁在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结论，这是作者提供给有关管理部门、从业人员、专业研究人士的一个极
好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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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游梦华，江西人，复旦大学学士、硕士。
暨南大学产业经济学博士。
曾在华东交通大学、广州师范学院任教。
1993年经公开招考，进入粤港信息日报社，历任记者、编辑、部门主任、总编辑助理、广告中心总经
理、副总编辑等职（期间，借调至广东省经委工作一年），现为羊城晚报报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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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3 新时期广东报业特色　　4.3.1 新时期的定义　　本书所谓新时期主要指1978年至今的这段时期
。
这段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改革开放后，报业同其他产业一样迎来的最有利于
发展的外部环境时期，无论是报业结构还是报业经济总量都达到了历史最佳水平，报业的市场化程度
也较任何时期要高得多。
　　这段时期，也是广东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一方面为广东报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另一
方面为广东报业走向市场、深化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之所以从1978年开始，是因为广东报业虽然是特殊产业，但既然是产业化就必定要面向市场，要
脱离“吃皇粮”的财政拨款方式，走自负盈亏、独立经营、自我发展之路。
而广东报业和全国报业一样，也是从1978年后才真正开始有权自主经营的。
　　1978年，由《人民日报》牵头，几家中央媒体自发向财政部申请“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
针对这一历史性的申请，1978年12月召开的全国报纸经理会上，新闻出版总署正式同意了报社“企业
化管理”的要求。
从此，全国的报业开始了又一次大规模的广告、发行等经营实践，不仅越来越市场化，而且逐渐产业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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