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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这一商都时评的特色，从互动空间、话题选择、传受观念、

热点讨论四个方面展示了南都时评的互动性。

二是对都市报时评兴盛的原因、总体特征、 意义及发展

趋势的研究，有 24 篇论文分析了近几年都市报时评热的背景

以及时评的特征、价值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 陈旭鑫《报刊

时评．中兴与规范之路》一文认为“新闻竞争”“政治民主”“受

众觉醒”是近年来时评中兴的三大缘由。张昆、陈新直线《都市

报新闻评论四大趋势》 一文从四个看似二元对立的方面（“评

论作者： 精英化还是草根化”、“评论选题： 本地化还是全国

化”“评论文本：八股化还是个性化”“评论时效：快餐化还是

慢餐化”）探讨了时评未来的发展趋向。

三是对都市报时评热的反思，有 9 位学者撰文对都市报

时评中存在问题进行探讨， 如毕i寺成《娱乐化将吞噬新闻评

论的生命－一一兼论都市报时评的发展误区》认为都市报新闻

评论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现实环境、从业理念等原因使其在新

闻评论的轨道上步入了娱乐化的歧途且渐行渐远而忽视了评

论的理性思辨，作者提出了应对新闻评论娱乐化倾向的社会

对策。

除此之外，以都市报时评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有十余

篇，较有代表性的有郑忠明《都市报时评现状问题研究》（暨

南大学， 2006）、柳俊伟 《都市报新闻时评研究》 （ 中央民

族大学， 2005）、陈瑜《浅析时评在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作用》

（华中科技大学， 2007 ） 、 王秀荣《都市报时评的大众书写》

（西北大学， 2009）、洪巍《〈潇湘晨报〉“湘江评论”版研究》

（湖南大学， 2009 ）。

媒介批评

二、 尚待研究的领域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虽然对于都市报时评的研究成

果颇为丰富，但是已有的研究都是将都市报时评作为一个点

进行探讨，鲜有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来研究都市报时评，因

此，有关都市报时评本身发展变化的研究仍然处于空白。事

实上，都市报从创办时评专栏专版以来一直都在摸索时评版

的运作方式，比如 《南方都市报》 2002 年 3 月 4 日开办时评

版后，曾在 2003 年 4 月 2 日、 2004 年 3 月 2 日、 2006 年 10

月 10 日对时评版进行较大规模的改版、扩版，在这过程中，

其时评的特点、时评版的运作模样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些

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既是都市报时评渐进式发展的体现，也

预示了都市报时评可能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

以静态的眼光研究某份都市报的时评个案或研究某一个

时间段的都市报时评显然难以把握以上问题，唯有以动态的

思路进行研究才能把握都市报时评在发展过程中扬弃了什

么，才能总结提炼出都市报时评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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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斌杰：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扩大融资渠道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日前表示， 2012 年新闻出版体制

改革将深入进行， 在推进报刊改革的同时，还将推动出版传媒企

业的集团化建设和上市融资 。

柳斌杰介绍，报刊改革分为不同性质的两类。 一类是非时政

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截至目前己有 1600 多家非时政类报

刊出版单位登记或转制为企业：剩下的一批今年上半年将启动改

革，力争在十八大以前完成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任

务。

另一类是时政类报刊包括党报党刊，将实行两分开的改革，

即采访编辑和发行经营分开，经营部分组建报业集团、报刊集团。

现在一些试点省份， 改革后报刊发行量翻番， 安徽省、天津市等

改革试点省市，现在做到半小时发行圈，时效性大大提高，覆盖

面扩大。今年将积极稳妥推进党报党刊的发行体制改革。

48 

他提出，已经转制的新闻出版企业，要进入第二步改革，即

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中心．按照统一部署，目前己初步组建中

国出版集团、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和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三

大集团，已经形成的股份制改造方案正在实施： 南北两大物流集

团经过两年调研，今年将进入实施阶段，统一中国市场。

他强调，要继续深化融资渠道的改革。 目前，新闻出版行业

一共有 49 家上市公司，大量吸纳社会资本进入这个行业，今后

将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新闻出版企业在主板上市。同时还要继续

扩展面向社会的融资，如贴息贷款、基金等，给大企业提供发展

基金。再次，要提供民营资本与大型国有出版传媒企业合作的渠

道，今年将系统制定民营资本参与新闻出版业的办法，解决政策

通道问题。

（选自：中新社）

ChaoX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