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肆、文化  

                                   吳宗憲、張麗卿、余康寧 

 

 

█大陸大學人事薪給制度改革拉開序幕。 

█偏遠地區實施「希望工程」遭遇困難。 

█北京業者實行電影院設施分級制度吸引觀眾進場消費。 

█最受北京白領階層歡迎的休閒據點－「鵝和鴨」酒吧。 

█因應市場改革，大陸報業2000年起全面自負盈虧，中央和各機

關將停辦機關報，所有報紙半年內完成改制。 

█大陸地區圖書出版發行已出現多渠道，非國有書店逐漸獲得官

方認同，並威脅新華書店正統發行地位。 

█「談話」形態成為大陸傳播媒體的新潮流。 

█「新聞出版署」發布「出版市場管理暫行規定」，明文放寬外

資介入出版物零售業務。 

 

 

一、高層文化 

◆大陸大學人事薪給制度改革拉開序幕 

大陸「教育部」1999年11月發布「關於新時期加強高等學校教師隊伍建

設的意見」。其中強調，到2005年，大學教師的實際工資收入在國民經濟16

個行業中將達到中上水平(光明日報，1999.11.15)。根據此一政策，從11月開始各大

學將陸續調整教師薪給。 

清華大學首先實行，根據其新的分配辦法規定，全校所有教職員工依據

崗位的不同，分為9級，最高的9級教師收入每年增加50,000元人民幣(幾乎是原

有薪資的兩倍以上)，最低的1級教師增加3,000元人民幣。而北京大學、復旦大學、

上海交大也將接續清大實行調整薪給的政策(中國青年報，1999.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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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調整薪給制度的施行，除可吸引各領域優秀人才進入教育界，更代

表以市場為取向的效益概念將慢慢地侵蝕傳統「吃大鍋飯」的分配制度。 

 

◆偏遠地區實施「希望工程」遭遇困難 

根據相關研究指出，大陸為改善偏遠地區學校長久以來積弱不振的現象，所

實施的「希望工程」運動，歷經多年仍存在以下問題： 

（一）經費短絀：大陸當局投入教育工作之經費一向不足，根據統計，1998年

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額比例為2.55%(光明日報，1999,11,29)，雖較上

一年多出 0.06%，但與聯合國其他國家比較仍為倒數。原已不足之經費在官方發

展高等教育之考量之下，分配至偏遠地區之經費便更加不足。 

（二）基礎教育仍不受重視：重視大學教育及尖端科技，而忽視中小學的基礎

教育。更甚者，偏遠地區的基礎教育已經到了可有可無的地步。例如：藏族的喇

嘛寺廟和新疆伊斯蘭教寺廟，其吸引力便比公立學校還大。 

（三）分層負責，但卻缺少自主權：結構上既已規定分層負責，負擔經費開支，

但政策上又缺乏彈性，使得分層負責空有其名。舉例而言，貧困的基層地區雖有

雜費等的收入，卻需上繳，人事經費部分則往往幾個月發不出薪水。 

（四）教學內容貧乏，效益低落：若就偏遠地區的少數民族而言，教學語言是

一大問題。使用教科書和漢族地區無異，內容格格不入，編排極不合理。結果造

成既盲於自己的民族文化，也盲於漢族文化的「雙盲」結果。 

 

二、通俗文化 

北京業者實行電影院設施分級制度吸引觀眾進場消費 

為吸引大陸民眾進入電影院消費，提振北京電影市場低迷的景氣，繼上海市於

10年前實行「影院評星定級」措施之後，北京市也在1999年10月25日正式採

用這項措施。據負責分級制度的「北京市電影發行放映協會電影院星級評定辦公

室」指出，電影院設施的評定將分為1至5星級，5星級的水準最高。目前北京

市共有24家電影院申報評定1至3星級，還沒有影院申請評定4星或5星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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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導，4、5星級的電影院水準硬體設施要求相當嚴格，包括主體結構耐久年

限要達到100年以上；必須設有停車場、設有多處的觀眾物品寄物處；具備電腦

售票系統，可進行網路購票，另外售票亭、休息室、觀眾席乃至衛生設備都必須

符合嚴格的寬敞與舒適標準。然而截至目前，在號稱全大陸文化中心的北京城

內，還沒有符合前述 4、5星級標準的電影院。而在商業大城的上海市，已經有

一家5星級和4家4星級的電影院。一般認為，上海市自實施影院分級制度之後，

電影院業者愈來愈注重視聽環境的營造，對整個市場來說具有良性競爭的效果。 

據業者指出，上海5星級的電影院票價是6至30元人民幣，4星級電影院的

票價是 5至 20元人民幣，不像北京的電影票價由電影院自行決定。整體說來，

雖然上海的票價比北京低，但是票房成績頗為理想。1998年上海影城播映外片「鐵

達尼號」的票房是780萬人民幣，排名全大陸電影院票房收入的首位(摘自中國文化報，

1999.11.22.，1 版)。 

目前，北京已經有多家電影院撒下巨額資金翻修電影院設備，希望能爭取更好

的星級評定，以吸引更多的觀眾進場，同時也能藉由星級評定的結果提高票價，

增加收益。不過，也有部份電影人認為「影院評星定級」只是治標的辦法，要根

本解決大陸電影業適應市場經濟衝擊的危機，仍必須從電影創作觀念的改變及經

營體制的全面調整著手。 

 

「鵝和鴨」酒吧－最受北京白領階層歡迎的休閒去處 

隨著經濟改革開放，外商企業進駐大陸娛樂市場，近幾年來大陸的娛樂場

所數量激增，經營的種類亦趨於多樣化。座落在北京城使館區內的「鵝和鴨」

酒吧成立3年來，由於經營方式靈活，能充分掌握時下流行趨勢，因而廣受京城

地區白領階層民眾的歡迎，成為當地最著名的娛樂消費場所之一。 

北京「鵝和鴨」酒吧與京城其他酒吧最大不同之處，在於精心規劃不同的

活動安排，滿足顧客多樣化的消費需求。如週一舉辦「電影之夜」，利用大銀

幕放映熱門影片；週二與週三舉辦撞球比賽；週四舉辦飛鏢比賽；週五舉辦鋼

琴之夜演奏；週六和週日舉辦「鵝與鴨生活時段」和「遊戲日」等活動。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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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節慶活動如耶誕節、新年、則規劃特別節目，為酒吧製造不同的氣氛。據

酒吧經營者指出，「營造其樂融融」的氣氛是酒吧經營的基本理念。據統計，

北京當地的中外使館工作人員和外商公司白領上班族是酒吧的基本客源(摘自中國

文化報，1999.11.29.，2版)。 

除了城內的酒吧之外，店主還結合了北京郊區佔地約1,000畝的「鵝和鴨」

休閒農莊，提供遊客於園中採摘水果及從事各項野外休閒、體育活動。據業者

指出每天前往消費的顧客除了中外企業主、還有一般的家庭旅遊、機關聚會及

中學生聯誼活動，生意興隆。從「鵝和鴨」酒吧經營成功的例子可以發現，大

陸民眾在三餐溫飽之後，已經愈來愈重視休閒生活的安排與服務品質的要求。

一般認為，未來幾年內大陸的娛樂消費市場商機可期。 

 

首屆「上海藝術節演出交易會」11月在滬登場 

大陸第一屆「上海藝術節演出交易會」於 1999年 11月 10日至 12日在上海

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據大陸當局指出，活動的目的是為了促進藝術資訊的流通，

除了向海外推銷大陸的藝術節目外，也藉此引進其他國家的藝術節目。參加交易

會的有來自大陸及海外的演出製作人、經紀人、表演藝術公司及代理商。據報導，

交易會期間共簽訂了48項合作計畫，其中有36個為涉外合作項目，包括俄羅斯

小白樺歌舞團、瑞士貝加芭蕾舞團等將於 2000年至大陸演出，引進的海外藝術

節目類型多為交響樂、芭蕾舞和歌舞類。另外，達成口頭協議的也有157項。大

陸方面對外輸出的藝術節目主要是京劇、崑曲、越劇、雜技、武術等傳統藝術(中

國文化報，1999.11.16，1 版)。 

據大陸一些演出公司負責人指出，近年來大陸的演出公司發展很快，數量也

很多，但發展都不成熟，市場操作沒有明確的規範。整體而言，演出市場真實的

資訊太少，對海外藝術團體演出水準的了解更是有限，因此，辦理類似的演出交

易會可彌補藝術資訊流通的不足，但是，演出公司的專業化與職業化更為重要(中

國文化報，1999.11.15，1 版)。事實上，隨著新興娛樂媒體的出現，這 10幾年來大陸的

表演藝術市場已經有明顯的萎縮，尤其是大都市中的傳統藝術表演衰退情況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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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不論是戲曲、歌舞、話劇，很多團體都是演一場賠一場，經營相當困難(「大

陸沿海地區主要城市表演場地概況」，本會編印，1999 年 12 月，254 頁)。而大陸當局也意識到問題的

嚴重性，已經著手進行體制的改革或是推動類似演出交易會的促銷方式，使大陸

的傳統表演藝術還能往國際市場輸出。不過，要真正改善大陸的表演藝術市場的

體質，其實仍有賴大陸當局放寬對藝術創作思想的控制、擺脫政治教條，讓藝術

創作本身具有生命力，才是藝術作品得以承受市場競爭考驗的根本之道。 

 

三、大眾傳播 

◆「新聞出版署」發布重要文件，改革報刊市場 

跨入新世紀，因應市場改革，大陸報業將出現重大轉變。「新聞出版署」11

月16日發布重要文件，正式宣布「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門原則上不辦機關報；

原所辦的報紙，發行量在 3萬份以下的予以撤銷；自 2000年 1月 1日起，一律

自負盈虧，不再發文徵訂；其直接主管主辦的期刊只保留一種；各司、局主管主

辦的報刊一律停辦或劃轉；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廳局除保留一份指導工作的期

刊外，不得再與黨報、出版社等聯合主辦報刊；各地（市）級局、辦、部、委不辦

報刊，現有報刊一律劃轉或停辦。依此原則預訂2000年上半年大陸現有的2,160

家報紙，至少關掉200家（新聞出版報,1999.11.22,1 版）。 

「新聞出版署」發布文件中特別指出，原屬各機關部門之機關報「可以在自

願、協商基礎上，劃規中央級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等黨報或其他報

業集團」，凸顯中共加強組建報業集團的政策方向，現今大陸已先後成立廣州日

報、南方日報、羊城晚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文匯新民聯合集團及深圳特區

報等 7個報業集團，這標誌著大陸的新聞改革在不斷深化，媒體正走向企業化、

專業化，以更強勢的姿態適應報刊市場的挑戰。 

 

◆大陸圖書出版發行已呈現多渠道發展，威脅新華書店正統發行地 

   位 
改革開放給大陸地區帶來思想上的大解放，出版業呈現空前繁榮，被稱為「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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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產業」，1997年全國出版業總資產達700億元人民幣，在全國33個行業中排

名第四。九Ｏ年代出版單位開始設立起自己的圖書發行部門，直接參與圖書發

行，逐漸與市場接軌，另外，圖書發行也實行多渠道發展，除了官方新華書店外，

亦允許一些屬於集體或個體性質的圖書經銷單位發行圖書。這些「第二渠道」非

國有發行單位，往往也主動組織稿件形成個體出版業，並創造出許多暢銷書，雖

然官方對此個體出版行為仍施予嚴格限制，但其靈活機動的運作手法，已對官方

出版單位產生衝擊，也刺激官方進行更加深入和廣泛的改革。 

1998年10月間「第九屆全國書市」正式讓「非國有書店」設立攤位展銷圖書

並參與圖書訂貨。「新聞出版署發行司」1999年 10月更進一步指出，相關文件

沒有「主渠道」和「二渠道」之分，所謂主次之分是市場競爭的結果，那個市場

分額大，那個就是主渠道，正式向新華發行系統存續發展提出警訊。 

 

◆「談話」成為大陸傳播媒體的新潮流 
走過「文革」人與人鬥爭，相互仇視的年代，大陸民眾逐漸受到世界潮流的

影響，開始渴望對談、交流和被瞭解，於是幾年間各種各樣的談話類（包括訪談、交

談、聊天等）節目、專欄、文章以至書籍突然地在大陸內部流行了起來，成為傳播媒

體中湧動的一股新趨勢。 

大陸傳播媒體中率先燃起這股熱潮的當屬電視。中央電視台從早些年的「東

方之子」，到近兩年的「實話實說」、「面對面」，北京電視台的「元元說話」、

香港鳳凰衛視台的「楊瀾工作室」等都是頗受大陸觀眾注意和歡迎的談話節目。

這些節目的共同特徵是擺脫空話套話和呆板的形式，營造妙趣橫生的氣氛，展開

平民式暢所欲言的對話，圍繞社會關心的熱點話題共同探討，在傳送客觀信息的

同時，也提供著文化與思考。 

電視談話節目的表達方式，迅速為報紙、雜誌、圖書等傳媒所借用，一些報

刊開闢了談話類專欄或刊載談話類文章，有的乾脆將電視節目的「可看」轉化為

「可讀」，如文匯報「獨家採訪」專版刊登「楊瀾訪談錄」；中央電視臺的「焦

點訪談」、「東方之子」、「實話實說」等節目，則分別以書的形式結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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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節目的影響力更為延展（新聞出版報，1999.9.6，2 版）。 

「談話」形式在大陸的風行，象徵人民對知識的渴求，除浮面的接收訊息外，

更希望深入掌握事情的前因後果，另外也代表人民「有話要說」的傾向，願意主

動表達自己的想法，尋求認同者。而年輕一代思想活躍、心態開放，對新思維表

現出高度接受的現象，均值得重視。 

 

◆ 「新聞出版署」發布「出版市場管理暫行規定」 

為因應大陸地區出版物新興發行管道之興起，加強出版市場管理，「新聞出

版署」於 11 月 8 日印發「出版物市場管理暫行規定」。本規定中，大陸當局首

度正式明文放寬中外合資、中外合作企業可從事出版物零售業務（即開設書店、有聲出

版品或電子出版品銷售賣場等）。對近年市場上熱烈推動的讀者俱樂部、連鎖書店等新興

經營型態亦賦予合法地位；正式承認網上購銷行為並規定獲准設立之發行單位經

向有關機關備案後，即可從事網路書店業務（新聞出版報，1999.11.22，3 版）。 

出版業因涉及意識形態傳播，向為大陸當局嚴格管控，並嚴禁外資涉入。但

面對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及境外傳媒集團頻頻扣關之新形勢，大陸出版主管部

門之新頒規定已釋放出逐步放寬的訊息，雖然現階段僅放出零售業務，且設下諸

多條件，但後續發展仍值得關注。此外，新規定中有關境外出版物之進口仍限定

由特定核准之發行單位經營，但在大陸網路發展日益暢旺之際，境外網路書店跨

地域的銷售活動，預料將會對大陸現行體制造成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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