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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网融合”最直观的影响是消融了传媒产业、信息技术产业和电子通信产业的边界，形成了一
个“媒、信、通融合大产业”，而“三网融合”最深远的影响则是竞争方式的改变和竞争焦点的转移
。
以开放、对等、协作、共享为特征的“平台模式”将成为融合产业中最具竞争力的发展模式，而“信
息平台”这种新型产业组织形式将成为三网融合产业竞争中的制高点。

　　《信息平台论：三网融合背景下信息平台的构建、运营、竞争与规制研究》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
述“信息平台”及其运行机制的学术专著，从“平台构建”、“平台运营”、“平台竞争”以及“平
台规制”四个维度深刻揭示了信息平台的相关规律和原理，为三大产业的融合进程提供了一条基于范
式转变的增量发展路径，也为中央政府推进“三网融合”和“规制改革”提供了决策参考和理论依据
。
从世界范围来看，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正使人类从“匮乏经济”迈向“丰裕经济”，本书最重要的价
值还在于从理论层面展现了未来融合产业无限多样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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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谷虹，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暨南大学“十佳授课教师”。
本科毕业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后保送研究生，师从杨先顺教授，获传播学硕士学位。
2005年起留校任教至今。
2008-2011年在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攻读博士，师从黄升民教授，获广告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领域为三网融合、媒介融合、数字营销、互动创意、新媒体产业等。
讲授广告策划、创意思维、数字营销、互动创意、网络与新媒体研究等本科及研究生课程。
目前主持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三网融合”背景下我国媒信通产业的融合、竞争与规制研究。
曾出版《报纸分类广告经营管理》（合著）、《广告文案写作原理与技巧》（合著）。
在国内权威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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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十年探索汇聚平台
导论：“三网融合”的产业进程、文献综述与研究缘起
第一章 信息平台：未来融合大产业的制高点
第一节 平台的泛化
一、平台的滥觞
二、“三网融合”产业实践中的平台
三、其他学科视野中的平台
第二节 平台理论的时代价值
一、传统产业模式两个基本条件的变迁
二、平台将成为未来融合产业的制高点
第三节 信息平台理论的研究框架
一、理论框架
二、理论基础及相关概念界定
三、研究方法及路径选择
四、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第二章 平台构建
第一节 平台的概念与结构
一、平台的概念
二、平台三要素
三、关于平台的两个误解
第二节 平台思想及其对相关信息产业的影响
一、资源观：从“封闭”到“开放
二、利益观：从“独占”到“共享
三、组织观：从“层级控制”到“对等协作
四、价值观：从“产业链”到“企业网络
五、平台化孕育产业运行的新模式
第三节 平台的基本属性
一、平台是行业的基础设施
二、平台扮演中介角色
三、平台是商业生态系统的核心
四、平台是一个悖论的混合体
第四节 信息平台的产业分类与产业结构
一、按照平台结构和各要素特征分类
二、按照应用领域分类
三、按照平台层次分类：基础平台和应用平台
四、未来信息融合产业的平台层级结构
第五节 相关产业如何构建各自的平台
一、传媒业：外围切入，依托内容优势构建平台生态系统
二、电信业：中心扩张，依托网络优势构建平台生态系统
三、互联网IT产业：两面延展，依托技术优势构建平台
生态系统
第六节 传媒业的平台化再造
一、传媒企业平台再造的整体构想
二、传媒业平台再造的四个环节
本章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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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平台运营
第一节 平台运营中的各种角色关系
一、运营角色及其相互关系分析
二、信息平台的定位及其商业生态系统的构成
第二节 平台运营的动力
一、 信息平台是公共和商业的混合体
⋯⋯
第四章 平台竞争
第五章平台规制
结论
后记
附：老农带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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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同年广电总局在《关于加快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再次多次提及“平台”：“
广播电视有线网络是传输广播电视节目、开展信息服务的重要基础设施，是国家信息化的重要支撑平
台”，“各有线网络运营机构要积极争取政府支持，把有线网络作为信息化服务的重要支撑平台”，
“已完成整体转换的有线网络必须按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的要求，与监管平台连接，完整实时提供监
管数据”。
　　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号]再次强调“平
台”在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依托骨干企业，围绕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和系统集成，支持建设若干
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工程化平台”，“加强产业集聚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发
展”。
　　2011年，国务院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平台”几乎成为与信息相
关的各大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规划的主题词和关键字：“推动一批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设”，“
加强云计算服务平台建设”，“加快建设家庭服务业公益性信息服务平台”，“加快社区信息化建设
，构建社区综合管理和服务平台”，“建立社会组织监管机制和管理信息平台”，“着力提高科技创
新能力，加快国家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平台建设”，“围绕增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
收再创新能力，强化基础性、前沿性技术和共性技术研究平台建设，建设和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加强相互配套、开放共享和高效利用。
在重点学科和战略高技术领域新建若干国家科学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构建国家科技基础条件
平台。
在关键产业技术领域建设一批国家工程实验室，优化国家工程中心建设布局。
加强企业技术中心建设，支持面向企业的技术开发平台和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设”，“构建社会公共
检测服务平台”。
　　从中央政府的宏观发展战略到主管部门的产业政策，从产业发展方向到主导企业转型定位，在不
同的场合、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文件中，平台都成为重要的关键字，然而这些被冠以“平台”名称的
组织机构或主体对象，却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
在这些平台中，有物理的、虚拟的、有形的、无形的、运行层面的、服务层面的、政策监管的等等。
这些内涵模糊、外延宽泛、形态万千、层次迥异的“平台”，理解角度各异且大多数是泛泛而论。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是把“平台”作为一个不需要解释也没办法解释的通用词汇来使用。
至于平台的内涵是什么，结构如何，大家是否在同一个认识层面去讨论平台，似乎没有统一的答案。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信息平台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