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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中国广播电视大趋势》立足21世纪国内外传媒生态的客观现实，占有大量丰富翔实的资
料，从学理和战略高度对我国广播电视发展状况进行整合研究，分为规制演进、体制改革、制播分离
、产业发展、理念变革、新闻改革、节目创新、媒介融合、发展战略等若干方面，在提出一系列适合
广播电视未来发展的改革路径时，充分考虑了上述各方面相互之间的系统性、关联性、制约性及其历
史渊源，无论是宏观、中观还是微观，都极具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在体制改革、产业发展、新媒体崛起与三网融合大背景下，21世纪最初的十年，中国广播电视演
绎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图景，其中，有成功、有失败，更多的是探索后留下的思考。
如何历史地、科学地、辨证地面对和分析这段历程，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和教训，为今后广播电视实
现科学发展明示方向，是《21世纪中国广播电视大趋势》面临的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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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建赓，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集团）城市频道总监、高级编辑、新闻学硕士。
长期工作在电视新闻采编和媒体管理第一线，同时也进行新闻业务、媒体运营等领域学术研究，发表
大量论文。
获得江苏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高级人才（2006）、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全国十佳电视栏目制
片人”（2010）、“全国百优广播电视理论人才”（2010）、中宣部等部门“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
（2011）等荣誉称号；系江苏省333工程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
　　张君昌，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秘书长助理、学术部主任、高级编辑、学术委员，《中国广播电视理
论动态》主编，兼任中国传媒大学、四川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等高校教授；担任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
科研项目负责人或评阅人。
出版著作十多部，发表论文百余篇；著作获中国图书奖二等奖（1991）、两获全国广播电视学术著作
一等奖　　（2009、2011），论文四获中国新闻奖和全国广播电视学术论文二等奖；被评为“全国十
佳广播电视理论人才”（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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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二、节目创新的现实意义第二节 节目创新的演绎历程一、广播节目的创新历程二、电视节目的创新
历程第三节 节目创新的实现途径一、节目创新的基本方法二、节目创新的现实路径第四节 节目创新
的制度保障一、完善创新的体制机制二、以创新促进科学发展第八章 广播电视国际传播第一节 国际
传播思想及现状一、国际传播思想研究二、国际传播理论研究第二节 重大事件及国际舆论一、国际舆
论环境研究二、典型案例传播研究第三节 国际传播的媒介研究一、国际传媒发展研究二、国际传媒融
合研究第四节 中国的国际传播政策一、政策的借鉴性研究二、政策的调整式研究第九章 广播电视奥
运遗产第一节 北京奥运与奥运报道一、辐射世界的北京奥运二、奥运报道的突破创新三、传播技术的
升级换代四、赛事报道的双赢效应五、全球共享的转播高峰第二节 奥运传播与国家营销一、文化自信
与开放精神二、国际形象塑造与营销第三节 奥运传播的盈利模式一、资源垄断使央视大赢二、直接收
入创盈利新高三、奥运模式的辐射效应第四节 北京奥运的精神遗产一、赛事运营服务标准化二、新闻
制度规则国际化三、软件硬件设施水平化四、文化创意发展产业化第十章 广播电视融合趋势第一节 
广电媒介新生态一、重塑媒介新生态二、抢占技术制高点第二节 广电新媒体实践一、纵向打通产业链
二、横向融通内外链三、媒体转型双选择第三节 广电融合化转型一、台网一体的转型二、生产流程的
再造第四节 广电网络化前景一、网络化发展机遇二、网络化模式创新第十一章 广播电视发展战略第
一节 理顺体制机制第二节 实施精品战略第三节 保障公共服务第四节 提高传播能力第五节 推进产业发
展第六节 加快科技创新第七节 强化人才建设结束语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1世纪中国广播电视大趋势>>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1世纪中国广播电视大趋势>>

章节摘录

　　一、纵向打通产业链　　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例，2010年开始介入传媒产业链的上游--媒体投
资，投资了“手机支付”等新兴产业，从先前处于产业链最低端的内容采集者与生产者--“内容提供
者”逐渐走上了产业的中上游--“内容集成商”与“媒体投资商”的全产业模式，深度介入媒体产业
链的全环节。
这一情形在北京电台也同样上演，北京交通广播2008年投资介入“终端生产”，研发1039导航仪等广
播捆绑产品，为其传统广播带来增量发展。
除了“纵向做产业链推进”外，广播电视还须“横向跨地域整合”，这一情景也在一些先行者身上展
开，比如一些省级台开始布局周边的市、县台，将‘‘／J、，’资源整合成“大”资源，以规模效应
换取市场要价权。
二、横向融通内外链　　广电媒体的融合化生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即外部融合--解决“外链”
问题，与电信、互联网形成良性竞合局面。
融合的另-方面即内部融合--解决“内链”问题，即传统广电如何向超媒体过渡，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
“台网一体”。
　　1.融合中的竞合与快吃慢　　在外部融合方面，广播电视在自己掌控的优势区域方面应力图有新
的突破，比如“高清电视”，高清电视是电视进化的新阶段，它将给受众提供更优质的观看体验。
这是广电的优势所在，想要在三网融合中与电信企业竞争，势必要发展高清产业。
除了这些，广电还需在无线互联、物联网等新领域里有所建树。
融合中的“竞合”首先是“合作”，其次才是“竞争”。
打通与其他外链之间的合作渠道，建立共赢的合作模式，为自己的发展迎来起跑优势是广电融合化生
存的先手之道。
此外，融合是一个快吃慢的阶段，在新业务的开拓、布局方面奉行以快制胜的原则，广电媒体应该着
意储备发现新业务、开发新业务的能力与眼光，并且通过机制保障使其能在最快时间形成模式化、规
模化竞争优势。
　　2.融合中的业务领袖--视频　　自2006年起，中国网络视频行业开始起步。
在3年多的时间中，网络视频取得长足进步，用户覆盖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据艾瑞咨询最新发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年底全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已超2亿人；用户覆盖率达
到78.5%，即每5个网民中就有近4个是网络视频用户。
2009年lO月，DCCINetmonitor监测数据显示，网络视频受众规模已经达到约2.47亿人，从受众的绝对
数量来看，网络视频受众已经达到相当可观的规模。
预计到2013年，全球范围的网络视频用户将达到10亿人。
①　　视频是融合中新业务的领头羊。
如今视频发展与几年前大为不同，宽带技术、受众习惯、手机普及、广告投放等都为视频成为新媒体
未来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支撑。
2010年1月，百度宣布正式组建独立网络视频公司，全面进军正版高清网络视频领域。
同年，中国4大门户网站新浪、腾讯、网易和搜狐全部开启正版视频业务，一场基于视频业务的会战
已经开始。
此外，2009年年末，国家级视频专业队全新登场--“中国网络电视台”作为以视听互动为核心、融网
络特色与电视特色于一体的网络视频公共服务平台，将视频时代带人_个全新发展时期。
随着国家网络电视台正式开播，国内网络视频领域悄然形成“北央视、南凤凰、东上文广、西湘广电
”的版图。
这些动作都符合传媒向三网融合演进的趋势，是数字电视、手机电视、IPTV和互联网视听新媒体发展
的必然方向。
在没有更新的新技术出现之前，视频将成为新媒体发展的重中之重，这一趋势对于广电媒体而言无疑
喜忧参半，一方面天然的垄断优势将被打破，更多的“外来者”将加入竞争；另-方面，整体的市场蛋
糕将更大，而广电业已拥有的在视频方面的经验与人才储备，将为其在新版图中占有重要位置提供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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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优势。
　　3.融合中的用户运营　　融合语境下，只有用户，没有受众，受众观念将被用户观念取代，对于
广电媒体而言，未来面对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听众”与“观众”，传播不再是未来广电媒体的唯
一任务，服务将是其多元化平台上的新增使命。
融合中的用户运营包含两个重要方面：首先，能向用户提供独特且方便易得的“体验”；其次，能为
用户创制“关系”并在维护“关系“中发挥作用。
在提供“体验”，创制“关系”方面，广电媒体两个可用的现时机遇，一个是SNS（社交网络系统）
，另一个是3G。
据Nielsen调查显示，具有社交网络和博客双重功能的“SNS”的登录人数多达全球互联网用户的2/3，
是用户到访率、增长率最高的网站之.。
SNS通过各种形式将一个个分散的用户连接并粘在一起，形成新的社会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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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由于网络视频内容的猛增及个人电脑（PC）与电视机的合二而一，互联网将在五年内给电视产业
带来彻底变革。
　　——[美]比尔·盖茨　　　　未来的媒体是什么样子？
答案是：不叫广播、不叫电视、不叫电脑、叫盒子。
　　——[美]《新周刊》杂志　　　　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
　　——[美]阿伦·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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