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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数字电视、网络电视、移动电视和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内外各种媒体之间的竞争日趋
激烈。
为应对挑战，我国媒体行业正在进行机制改革和资源整合，走技术创新、高效发展的市场化之路。
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数字媒体资产管理系统，是有效地保护和盘活媒体组织原有的大量节目内容和素
材、实现媒体资源共享并提高资产利用率的有效手段。
　　数字媒体资产管理是一个新的研究与应用领域，它充分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如计算机多媒体技
术、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和海量数据存储技术等，对媒体内容资产进行数字化、网络化管理，提供
了从媒体资产的创建、存储、管理、检索、传输到发布的整体解决方案。
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大的厂商都纷纷加大力度投入到数字资产管理这一新兴领域，并且在技术层面（
如硬件设备、软件产品、相应的标准、系统集成等）已经开发出了比较好的产品和技术系统，如IBM
的内容管理、Artesia的数字资产管理解决方案、中科大洋公司的媒体资产管理系统等。
在这种背景下，国内部分有经济实力的电视台已经构建或正在实施数字媒体资产管理系统。
数字媒体资产管理系统是内容平台的基础，只有建立数字媒体资产管理系统，实现网络传输、节目非
线性编辑制作、媒体内容资产管理、硬盘播出、内容产品销售等的无缝集成，才能真正搭建完整的节
目内容平台，进而推动内容产业的发展，带动新的经济增长点。
　　数字媒体资产管理在其构成、特点、需求等方面与常规产业的资产管理有很大区别，因其特殊性
而形成一个特定的业务领域。
目前国内数字媒体资产管理在技术系统方面紧跟世界先进水平，产品不断升级换代，为数字媒体资产
的存储和共享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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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媒体组织在网络化和数字化环境的今天，迫切需要建立针对数字资产管理的新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以
使新的技术系统能尽快转化为有效的生产力输出，并大幅度地提高媒体组织的绩效。
本书在作者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构建了数字媒体资产管理的理论体系结构，重点从关键技
术、业务流程、管理与运营模式、评价方法及价格策略等方面探讨了如何对媒体组织的数字内容资产
实施有效的管理和开发利用。
    本书可供高等学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商管理、项目管理等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以及管理科
学与工程、企业管理等专业的研究生作为教材或参考书；特别是对于电视台及其他相关媒体组织的管
理者、技术人员和研究者，本书也很有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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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数字媒体资产管理中的元数据是用来描述数字内容的信息。
我们知道与文本信息不同，像电视媒体素材这样的视音频信息，属于非结构化的信息，很难用一般的
数据库结构来加以管理，必须通过建立这些节目素材的元数据来实现对素材的全面管理。
在媒体资产管理系统中，数字媒体资产的概念包括两部分：媒体内容和元数据。
媒体内容就是节目素材，比如某个MPEG一2格式的视频文件。
元数据是媒体内容的描述信息，如描述节目标题、作者、栏目标签、版权信息、版本控制、比特率、
格式等信息。
例如对于记者，他所写的稿件如果要配视频的话，就必须知道所需视频的拍摄时间、拍摄地点、被采
访者的姓名等信息；而对于编辑来说，他可能需要知道记者的姓名、视频的长度和标题等。
　　媒体资产管理系统会把元数据存储于某种类型的数据库中，这种数据库将支持对数字资产进行多
种有效的检索和查询操作，而数字媒体内容则存储于该数据库之外，并且数字媒体内容的存储位置在
其生命周期内可以不断变化。
数字媒体内容一般会存储于磁盘阵列中，以支持网络系统的高速实时视频流，也可以迁移到离线存储
设备中作长期存档。
　　元数据是数字媒体资产再利用的基础，元数据的质量、数量、单一性、描述内容、可检索性和可
获得性都是决定一个媒体资产管理系统成功与否的关键。
对于媒体资产管理系统的设计和开发者来说，必须遵循统一的元数据标准，才能保证各个系统之间的
互连互通，才能顺利实现数字资产的共享和交换。
国际上许多组织和机构一直致力于元数据的标准化工作，并提出了一些相关标准，如由英国广播公司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BBC）媒体数据组开发的标准媒体交换框架（Standard Media
Exchange Framework，SMEF），由电影与电视工程师学会（Society of Motion Picture and
TelevisionEngineers，SMPTE）开发的SMPTE元数据字典，由多个组织参加制定的都柏林核心元数据
（Dublm Core Metadata Initiative，DCMI），以及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IEC下的MPEG委员会提出
的.MPEG-7标准等，都有关于元数据的描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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