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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传媒业界，所谓“媒体创意”现象早已是司空见惯的客观现实，但若要问什么是媒体创意，人
们却大多说不清楚。
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人们对其语焉不详，甚至有些疑惑，都是正常现象。
由于我们创办了一个媒体创意专业，所以也就时常有人向我询问，作为该专业的负责人，当然是回避
不了的。
　　从逻辑学的角度说，一个事物的概念可以分为内涵性的概念和外延性的概念，内涵性的概念是对
所指示事物的特征和本质属性的概括，外延性的概念则是对所指示的事物的集合的概括。
关于媒体创意，我们不妨把两者结合起来做一个界定：即创新性、创造性思维在传媒领域的运用，其
要旨在于因势而变、不断推陈出新，它是市场化时代媒介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手段，是传媒发展的第一
生产力；其基本内涵，指现代传媒面向市场需求和变化，在信息建构与传播和媒介经营与管理的各个
领域、各个层面、各个环节所采取的具有创新性或创造性的策略和构思——其视野开阔，内涵丰富，
涉及传媒运作的方方面面，对此，可简要地概括为创意传播、创意经营和创意管理三大领域和范畴。
　　为什么要进行媒体创意呢？
有人说是媒介竞争的产物，这当然没有错，但仅仅认识至此还是粗浅的。
其更为深层的原因，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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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传媒业界，所谓“媒体创意”现象早已是司空见惯的客观现实，但若要问什么是媒体创意，人们却
大多说不清楚。
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人们对其语焉不详，甚至有些疑惑，都是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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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战结束后，广播事业进入全球普及时期。
“1950年，世界近50个国家没有广播设施：其中23个在非洲。
1960年前后，没有电台发射机的国家数目减少到P2个，其中7个在非洲。
1973年左右，对世界187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表明，其中只有3个没有发射设备：不丹、列支敦士登和
圣马力诺。
”②到1970年代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开设了广播电台。
　　这一时期，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嵋起，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恐慌。
美国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敌视和遏制的政策，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意识
形态等方面均采取对抗姿态。
在冷战背景下，利用广播加强对外宣传，争取舆论支持受到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二战”期间兴起的国际广播在这时继续迅猛发展。
到1960年代，美国之音（VOA）和英国广播公司（BBC）即开始用英语进行环球广播，日本广播协会
（NHK）用英语和日语进行环球广播。
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也于1970年代用英语和俄语开办了环球广播。
这一方式突破了对象地区和广播时间的限制，便于及时播发新闻，有利于扩大和加强宣传效果。
　　在广播技术上，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许多国家纷纷采用调频广播。
这种广播的优点是音质好、抗干扰能力强，尤其是在传送音乐节目方面具有很大优势，而且其频率资
源相对丰富，维护改造费用相对较低。
仅美国到1955年就已建立调频电台552座。
　　从广播所发挥的功能看，在实行商营体制的美国，“二战”结束后，各大广播公司纷纷将重点转
移到了发展电视事业方面来，原有的大型广播网则逐渐趋于衰落，向地域化、专业化和对象化方向发
展，节目内容转向以娱乐化和新闻性、服务性为特色。
而在实行公营体制的英国、日本等国家，广播节目就相对较严肃且富于教育意义。
在另外一些新独立的国家，广播事业则被当做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由政府统一管理和使用，服务
子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并在大众教育和政治动员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如中国、印度以及非洲和拉美国家。
“发展中国家在过去20年里特别利用了这个工具。
在发展中国家，无线电才是真正能称得上‘大众’的唯一工具。
在那里，人口中很大部分能收到无线电广播，而且拥有收听的手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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