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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日前有电话自湖南来，打电话者湖南音像资料馆馆长谢方君告知，他们拟将近年来湖南广电人有关媒
体资产（现在业内人士习惯简称“媒资”）工作的论文结集出版，并邀我作序。
我当即应允。
原因有三；其一，这些年湖南十分重视文化产业发展。
秉承湘文化“敢为天下先”的传统精神品格，“文化湘军”争妍斗艳、异彩纷呈。
其中“电视湘军”、“动漫湘军”、“出版湘军”各展风骚。
特别是“电视湘军”推出的《玫瑰之约》、《快乐大本营》、《超级女声》等，从创意理念到运营机
制，不仅给业界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发酵效应，而且为学界提供了一个又一个热议话题。
其次，从2000年我转到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工作以后，多次参加了信息资料委员会及音像资料馆协作会
的年会，其中包括2001年11月在长沙由湖南音像资料馆承办的第七届全国音像资料馆年会，从而使我
对广电媒资工作在广电工作中的重要性体认日深。
这当中自然也包括对媒资管理的理论研究工作。
再者，从2000年我首次参加的中广协会信息资料委员会的年会上结识了谢方之后，在多次接触中，他
待人的热络和对音像资料工作的热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正是基于上述三点，使得我对谢方的指令不便违忤。
广播电视长年来重播出轻资料，在资料工作中又重保管轻研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开放及媒体的竞争使我们幡然醒悟：原来从传播角度讲，媒资是将节目、报
道做深、做透、做活、做强必不可少的重要保障：从产业角度讲，媒资是广播电视产业链中的基础性
、核心性资源，是可以不断研发、延展和持续增值的看家性、母本性资源；从文化角度讲，它还是各
国相互交流借鉴的人类文化遗产中的重要一翼。
正因为如此，中央三台、上海文广集团以及湖南广电集团等这些年来对媒资工作越来越重视，管理和
研发水平不断提高。
中国广播电视媒资管理工作的发展与进步得到了国际电视资料联合会的称许，并将其2009年会安排在
了北京举行。
“保护人类的视听遗产”是该联合会一贯倡导的宗旨。
这次以“全新的世界·全新的媒体资产管理思路”为主题的2009年北京年会对推动我国媒资管理向数
字化、网络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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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述的内容属于新兴的边缘科学。
它涉及这么一些概念：音像资料、音像档案、音像资源等。

　　音像资料是指磁带、光盘或其他介质的存储体所承载的声音或图像信息。
对于广播电视部门而言，音像资料是它的主体档案，所以，我们又称其为音像档案或者声像档案。
由于音像资料和音像档案具有明显的资源属性，所以，我们又把它们统称为音像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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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档案信息资料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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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新音像资料管理理论 适应资料信息产业化发展趋势
　普通档案和机密档案的入库整理
　构建新平台 启动新事业
　谈档案信息化服务的一些认识
　档案服务形式的精品定位
　建立国家级广播影视作品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的意义
　建立全国性节目资料交换平台时机成熟
　长沙城建的影像档案
第五编 节目资料研发与服务工作
　把《金鹰参考》做强、做大
　盛世时代音像资料的个性化收集与服务
　对《金鹰参考》的一点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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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电视购物频道的简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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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卫星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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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化媒体资产管理与新媒体业务发展
第八编 工作实践与经验交流
　由视频短片所产生的随想
　追求能量的聚变——关于湖南广电第三轮改革的思考
　关于紧跟入世和集团化改革的进程，加速发展现代?像资料事业的思考
　我们要深入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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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不仅限于流动的公交车和固定的楼宇，在铁道系统内，电视也正以同类型的方式出现并广泛铺
开。
在火车站内，全国火车站电视广告联播网兆讯传媒取得了绝对优势；在火车厢内，铁路电视台也是独
此一家。
经营这两类电视媒体的公司也都不是广电系统的媒体，其节目编排、运营模式也跳出了传统电视媒体
的约束和框架，更高程度地利用了当前技术发展给这一媒介带来的新优势创造效益。
兆讯传媒安置在火车站内的节目有新闻、资讯、专题等，候车厅内人群可以固定在电视机前的时间比
较长，收看人群的空间范围固定，一般情况下固定在一个候车厅内短则半个小时，长则一个多小时，
这也使时间长的专题、电影等节目有了编排的条件和收视的时间。
兆讯传媒在节目安排上除了成品节目播放外，还在画面上利用滚动条和字幕板等多种形势，将游戏竞
猜、幽默笑话、手机信息点播服务的信息都显示在画面周围。
在播出娱乐节目时，新闻资讯仍以字幕的形式滚动出现，按时政、民生、体育类型分类依次滚动。
如果说火车站电视广告联播网的兆讯传媒与车载移动电视的可比性较小的话，那么在火车上的铁路电
视台可以说有着更多的相似之处了。
播出空间是移动的车厢，面对的收视人群是流动的乘客，乘客的爱好、身份、职业同样有着不确定性
。
但火车上的移动电视较汽车上又有着不同：首先，乘客流动空间有限，收视具有更大的受强制性；其
次，乘客的流向确定，即火车的运行方向和停靠的站是确定的，于是乘客的流向相对确定；再次，乘
客固定在车厢内的时间长，使节目在播出时长方面有了更多选择余地。
因此，晚会、电影等时间较长、传播信息量较小的休闲娱乐类节目在火车上有了获取注意力的可能，
这比之在市内公交上在短时间内用大量信息投入以获得注意力的模式有了很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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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音像资料很有意思，你可以看到过去的影像，听到过去的歌，今天的年轻一代，有机会看到和听到这
些，他们能感受到过去的时光，感受先辈们的生活，并且和他们现在的生活作比较。
  　　——国际电视资料联合会主席　赫伯特·黑达克  媒介产业是内容产业，它的核心产品是做内容
。
但是，这个内容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的关注重心一直是按照“核心产品-形式产品-延伸产品”这样一种
发展逻辑循序渐进的。
前一种产品为下一种产品提供丰富的基础，下一种产品的发展又为前一种产品的下一轮发展积聚创新
的条件。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喻国明  我觉得我们音像资料的管理，媒
资的管理，它不仅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非常紧迫。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副总裁　李尚志  21世纪是我们国家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机遇
期，伴随着我国广播电视产业化进程不断向纵深发展，媒体资产管理必将会获得更大的舞台和难得的
历史机遇，我们只有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树立起科学发展的理念，依托广播电视产业的大势，创造
性地提升我们媒体资产管理工作的价值，为广播电视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
源支持，才能展现当代媒资工作无穷的魅力和风采，才能不辱我们这些当代“媒资”人应该担负的历
史使命。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信息资料委员会第一副会长　倪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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