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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报业再创新探析
宋　 奇　 梁晨阳

摘　 要： ２０１８ 年以来， 《纽约时报》 《泰晤士报》 等一些英美主流报纸的经营状况得到改善， 呈现出

小阳春回暖迹象。 在报业与新媒介的竞争格局中， 新媒介泡沫的存在为报业提供了市场机遇。 本文基于社

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提出， 在制度不能有效规制新技术时， 新媒介的社会影响在短时间内被过度放大， 这

就是新媒介泡沫。 媒介—政治制度化关系、 版权、 媒介文化与新闻专业主义等制度的供给不足使得新媒介

面临泡沫破裂的风险。 在这种条件下， 报业再创新是指报纸重新界定自己与既有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 本

文提出了去制度化与再制度化两个策略， 并分析了其适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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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 一些英美主流报纸利润增长或者扭亏为盈。 根据 《纽约时报》 披露的数据， ２００６ 到 ２０１６
的 １０ 年间， 该报营收从 ３２ ９ 亿美元下降到 １５ ６ 亿美元， 下降幅度高达 ５３％。 从 ２０１６ 年起营收开始触

底反弹， 连续 ３ 年的增长超过市场预期， 而且 ２０１８ 年在线订阅人数大幅增加 ２７％， 带动股价达到 １３ 年

来最高点。 其在线订阅人数上涨到 ３４０ 万， 在线广告收入 ２０１８ 财年第四季度首次超过印刷广告收入，
前者增长 ２３％， 后者下跌 １０％。 在 ２０１９ 年第一季度， 《纽约时报》 营收依然保持 ６％以上的增长速度，
记者数量达到史上最高的 １６００ 人。［１］

在英国的主要报纸中， 《泰晤士报》 和 《星期天泰晤士报》 ２０１８ 财年税后利润达到 ９６０ 万英镑，
而 ２０１７ 财年还亏损了 ８００ 万英镑。 《卫报》 ２０１８ 财年利润 ８０ 万英镑， 数额虽然不大， 却是在前一财年

１９００ 万英镑亏损基础上实现的， ３ 年前更是巨亏 ５７００ 万英镑。［２］ 根据英国广告协会与数据公司 ＷＡＲＣ
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 ２０１８ 年英国报业广告收入出现增长， 这是自 ２０１０ 年第四季度以来的首次， 评论

称 “出版界出现了多年未见的普遍乐观情绪” ［３］ 。
当然， 从报业整体来看， 这样的状态只能称之为 “小阳春”， 而非真正的春光明媚。 根据皮尤汇总

相关机构的数据分析， ２０１８ 年美国报业整体的周订阅数估计下滑 １％， 订阅收入下滑 １ ８％， 而广告收

入大幅下滑 １３％。［４］ 《每日邮报》 等英国主要报纸的营收也依然在下降。 小阳春在历法中指农历 １０ 月、
阳历 １１ 月， 也就是秋冬交替之际。 报业要在丝丝暖意中避免重回刺骨寒风， 还需要持续创新。

一、 制度主义视角下的报业机遇： 新媒介泡沫

报业目前面临的最大竞争对手是新媒介， 近期一些报纸盈利复苏， 得益于新媒介泡沫提供的市场

机会结构。 本文在新媒介泡沫的比较视野下， 提出报纸的 “再创新”， 以下将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熊彼特将新技术的出现分为 “发明” 和 “创新”， 前者指技术被创造的过程， 后者是一个新技术在

经济上和社会上的被接纳。［５］ Ｓｔöｂｅｒ 教授据此分析新媒介历史时指出， 社会会创造新的政治框架和法律

秩序来制度化新媒介。［６］互联网泡沫的破灭提示我们， 作为一种媒介的新传播技术被社会的采纳并非一

帆风顺， 期间既会有经济上过度的投资， 也会有社会影响被过度放大的可能。 制度的缺失， 则是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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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在短时间内被放大的根本原因。
　 　 制度是社会秩序与社会生活的基本保障。 诺斯认为， 制度是人类制定的、 限制性的规则， 用以约

束社会中的互动行为。［７］在学术界， 关注制度研究的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

主义三大流派。 此处按照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的观点， 即制度通过正当性机制起到同化作用， 促使

组织越来越相似。 制度既包括法律、 规章、 程序等正式制度， 也包括道德、 文化、 惯例等非正式制度。
在这一视角下， 新媒介泡沫是指在制度不能有效规制新技术时， 新媒介的社会影响在短时间内被

过度放大， 这种过度放大就是泡沫。 传统媒介面临文化 （人们的媒介观、 媒介使用习惯等）、 法律 （所
有权、 版权、 言论边界等）、 规范 （新闻专业主义、 行业自律） 等多重制度限制。 制度是相对稳定的，
作为一种新技术形式的新媒介出现时， 并不能自动地予以适应。 具体来说， 人们面对新媒介的尝鲜心

理， 立法和修法过程所需要的时间， 行业自律调整的迟缓， 都导致制度变迁的滞后。 而且， 新媒介会

自发地努力对抗约束， 以求更大的自由空间。 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 制度供给的缺失会导致新媒介在

社会接纳过程中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范， 新媒介泡沫由此形成了。
目前尚没有关于 “新媒介泡沫” 的提法， 少数研究提及 “新媒体泡沫”， 但对其并未提出明确的定

义。 如朱光烈称， 新媒体将使得传统形态的传播如泡沫般消逝，［８］ 殷立新指资本迅速涌入， 行业过热且

“心浮气躁”，［９］两者并不在一个语义空间里。 另一个相关且使用较广的概念是互联网泡沫， 这是在互联

网发展史上的一次历史事件， 属于泡沫经济的一个案例。 在 １９９４ 到 ２０００ 年前后的美国， 通信与 ＩＴ 基

础设施等互联网企业吸引了大量投资， 纳斯达克股指一路冲高， 形成经济泡沫。 泡沫破裂从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一直到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而其后续影响深远。［１０］

二、 媒介制度环境： 报业与新媒介的对比

以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观点看， 制度缺失导致同化作用不明显， 因此新媒介显现出与报纸等传统

媒介相比更明显的差异， 在短期内更像是 “革命性” 的。 若制度强有力， 则可以在相对较长的时间段

内消化新媒介社会影响， 若制度软弱无力， 则有可能带来革命性冲击， 泡沫成为滔天巨浪。 我们甚至

可以由此定义， 新媒体即尚未被社会完成制度化的媒介， 而传统媒介是已经被社会完成制度化的媒介。
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将制度的概念扩大， 但也因此被诟病为过于宽泛和模糊。 本文受限于篇幅， 不能

对媒介面临的社会制度进行详尽探讨， 在此对主要几项进行简要分析。
（一） 媒介政治制度化关系

媒介的政治制度并不限于 《报刊的四种理论》 与 《比较媒介体制》 所展示的正式架构， Ｃｏｏｋ 提

出， 新闻媒介是一种类似利益集团的政治制度，［１１］有着日常反复出现的沟通模式， 这也是一种制度。 在

越南战争中美国电视报道了大量战争的惨烈画面， 为美国国内反战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是政治尚

未形成与媒介的制度化沟通所导致的。 而海湾战争、 伊拉克战争中， 美国政府通过组建战略传播办公

室、 安排前线嵌入式记者等方式， 成功地引导了电视的战争报道， 我们可以说电视被 “制度化” 了。
此外， 自由派媒体、 保守派媒体等较为稳定的政治立场区隔也是一种制度化关系。

报业拥有着与政治建制的稳定联系， 同时新的媒介政治关系正在社交媒体中形成， Ｄａｎｉｅｌ Ｋｒｅｉｓｓ 等

人研究发现， 微软等美国互联网巨头按照党派分割 （民主党、 共和党） 来建设自己的政府关系部门，
这是政党制度在社交媒体上的投射。［１２］随着政治人物通过学习机制更充分地掌握新媒介， 对于既有政治

建制来说， 其 “新” 之处会愈加平常。
（二） 版权

版权是保护内容生产者的制度设计， 对于媒介来说重点是可以通过其他机构和个人对作品的使用

获得收益， 违反版权要求的机构和个人会受到惩罚。 没有版权保护的情况下， 传统媒介会成为新媒介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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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免费资源库。
以 《纽约时报》 为例， 自 ２０１１ 年推出付费墙后， 其在线收入节节攀升， 只能在 《纽约时报》 那里

获得的优质内容吸引了大量在线订阅用户。 通过与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签订版权协议， 社交媒体平台成为报纸在

线内容的流量导入通道。
（三） 媒介文化

受众对于媒介的接受和使用会出现相对稳定的模式。 如当广播作为一种新媒介出现时， 受众的媒

介文化尚未调适到位， 对其传播特征没有相应心理预期， 因此出现了 “枪弹论”。
随着公众走过新技术创新的新鲜期， 一些新媒介公司面临更严酷的市场环境。 ２０１８ 年在美国主要

在线媒体业中， ＢｕｚｚＦｅｅｄ 裁掉 １５％的员工， Ｖｉｃｅ Ｍｅｄｉａ 裁掉 １０％的员工， Ｍ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 裁掉了整个编辑

部门。［１３］

（四） 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要求在新闻生产流程中遵循一整套规范， 如客观性、 独立性、 公共利益等。 从功能主

义视角看， 新媒介和报纸这样的传统媒介一样， 是社会的信息机制。 但新媒介通过拒绝承担这些规范

来获得更大的自由度， 如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谷歌等强调自己属于 “技术公司”， 遵循技术逻辑。
最后， 在专业主义要求上， 近年来 ｔｗｉｔｔｅｒ 等社交媒体上广泛存在 “水军”、 虚假新闻， 算法推送、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以技术的名义无视社会制度的规范， 降低社会信息环境质量， 极大地影响了公众

体验， 引发了关于后真相时代的讨论和更严格的制度限制。 一个最新的案例是，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因为隐私保护

欠缺， 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罚款 ５０ 亿美元。［１４］

新媒介面临以上这些社会制度的同化， 而制度供给不足将带来失范， 也就出现了新媒介泡沫。 在新

媒介泡沫的影响下， 新媒介呈现出更大程度上的 “新”， 如对传统政治的反叛、 对受众注意力的吸引、
对版权保护的逾越等。 目前随着制度的调适， 新媒介泡沫开始有部分破裂的迹象， 这给报业创新提供

了新的机会。 新媒介泡沫为报业复苏提供了机会， 但这种机会不是普遍的， 只有在这一条件下尝试

“再创新”， 才能更好地抓住机会。

三、 报业再创新及对中国报业的启示

新媒介泡沫提醒报业的优势与劣势， 都在于其制度化程度较高。 报纸作为一种已经与社会制度共

生的旧媒介， 要应对新媒介的竞争、 在变革中确立自己独特的社会价值， 不能仅限于融媒体建设等技

术、 组织层面的调整， 而要重新界定自己与既有制度之间的关系， 这才是所谓 “再创新” 的精髓所在。
这种重新界定， 包含去制度化与再制度化两个方面。

（一） 新闻框架的去制度化

新闻框架是报纸指导信息生产的认知结构， 这种框架由记者和编辑决定， 表明了报纸的基本立场。
框架的去制度化， 意味着要将主动权更多交给受众， 基于受众兴趣调整报纸报道重点。 这不是跟随微

博热点， 也不是以往的读者来信预留版面， 而是在长时间段内将新闻的选择权交给受众， 通过受众的

媒介参与来确定编辑原则。 例如， 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长期集中在政治和中美关系上， 对于中国经济

增长和社会多样性报道严重不足。 这种基于长期刻板印象的新闻框架， 可以通过去制度化的方式打破。
中国报业也存在新闻框架僵化、 议题覆盖面不足等问题， 需要通过受众参与来破除 “编辑部垄

断”， 实现更贴近社会真实的新闻报道。 新媒介上对于社会现实的呈现极为多元， 不实现更广阔的新闻

视野， 就无法与之竞争。
（二） 媒介政治关系的去制度化

奈特基金会和盖洛普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的调查显示， 美国成年人对于媒体的信任度再度下降， 而且有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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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的保守派希望媒介 “做出永久改变”。［１５］若美国报纸持续深陷报纸党派性和客观性要求的制度性冲

突中， 那作为大众媒介的信誉度就会继续受到明显伤害。 在中国， 报纸作为宣传系统的组成部分， 传

统上面临较为严格的制度约束。 在这种情况下， 应主动寻求更加灵活和宽泛的制度环境， 重点打造类

似电视问政这样的栏目， 逐步实现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两个舆论场的统一， 塑造更加良好的媒介

政治关系。
（三） 版权的再制度化

严格的内容版权保护是西方报业面对竞争时的护城河， 《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 在线订阅的增

长基于严格的付费墙保护。 而且在防守之外， 也以版权交易市场的完善为报业造血， 打通传统媒介与

新媒介的流通渠道。
中国报业的版权保护与版权交易制度欠缺， 网络媒体没有新闻采访权， 长期依靠传统媒介， 但不付

或很少支付版权费。 因为缺乏严格内容版权保护， 中国报纸的原创内容被互联网企业免费或廉价使用，
可以引用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这一比喻， 说中国报业的血管也被切开了。 这一状况有改善迹象，
２０１８ 年今日头条因为转载未经授权的 《现代快报》 ４ 篇稿件， 被判赔偿经济损失 １０ 万元。［１６］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３０ 日成立党报版权联盟， 但其宏观效果如何尚待观察。

（四） 媒介文化的再制度化

报纸需要探索与受众新的制度化连接渠道。 传统上报业的经营模式是出售报纸， 获得广告和售卖

收入。 数字经济时代以服务而非占有为特征， 如在音乐工业上不再是出售磁带、 光盘， 而是在线的流

媒体订阅。 这样的媒介文化下， 报业提供何种服务？ 区域性报纸应以服务社区为基本原则， 通过广泛

而成本低廉的方式维系与读者的情感联系。 英国 《卫报》 尝试用打赏模式， 随着支付手段的便捷， 已

经积累了 ６５ 万名每月打赏的 “支持者”， 这帮助报纸扭亏为盈。
中国的 《北京晚报》 等老牌市场报在发展过程中曾经成为一城一地的情感寄托， 但随着经营压力

的增大和政治环境的变化， 这样的连接越来越少。 只有继续成为受众信息化生活方式中的一部分， 才

可以保证报纸拥有一定的社会与市场空间。

四、 结 　 　 语

本文基于美国和英国近期媒介市场状况， 探讨了报业再创新， 以此作为对中国报业的参考。 社会学

新制度主义理论对于分析媒介与社会关系有较大启发， 应在此视角下， 报业再创新指报业调整自身与

既有制度的关系， 从而在长时期内拥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 只有这样， 小阳春才不会变成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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