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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1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是由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牵头，联
合国内外学术界众多专家学者共同编撰的，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蓝皮书”系列中的一册，目前已
连续出版八年。
该书邀请传媒研究与运营管理方面的专家，在对当年中国传媒各领域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的同时，也对
来年中国传媒产业的走势进行了科学分析与预测。
“传媒蓝皮书”自出版以来，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国内外各大媒体纷纷转载。
目前“传媒蓝皮书”已经成为研究中国传媒的权威著作。

　　2010年，是承上启下的一年。
白驹过隙，新世纪走过第一个十年，同时也迈开了走向下一个十年的脚步。
在这个急骤变革的时代，新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2010年的中国传媒业精彩纷呈。
文化体制改革逐步深化，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传统行业表现抢眼；三网融合进入实施阶段，全
媒体产业时代阔步而来；资本市场中的传媒板块广受青睐，媒体企业上市热情空前高涨，传媒市场上
主流和非主流的界限已渐模糊。

　　2010年也是新媒体爆发的一年。
“给力”一词风靡神州，“微博”解救乞讨儿童获公安部门支持，“维基解密”事件震撼全球
，iPhone、电子书等数字科技产品市场热销，以物联网、IPv6为代表的下一代互联网蓬勃发展⋯⋯一
系列事件再次彰显了新媒体的力量和影响力，它不但颠覆了传统媒体格局，深刻影响并引领着传媒未
来的发展方向，更开始冲击话语体系和文化表达方式，介入社会事务，给媒体管理、公共利益以及民
众知情权带来全新的挑战。

　　回顾“十一五”，展望“十二五”，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以及在国际
政治经济领域话语权的不断增强，为传媒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2010年12月公布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首次明确提出我国将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
业，这无疑为文化传媒业增添了新的动力。
同时，也给变革中的传媒业界带来诸多思考：传媒业作为“支柱产业”的商业模式尚不完全成熟；传
统媒体与新媒体亟待公平均衡的发展环境；跨国界的全媒体管控模式如何建立⋯⋯这些都成为传媒业
普遍关注的热点议题。

　　《2011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对传媒产业总体以及各细分行业的发展状况与趋势进行了深
入而透彻的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探索价值。
它对传媒产业及其各个行业所做的系统分析和梳理，对政府主管部门、传媒管理和研究机构都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将对传媒政策的制定、传媒机构的运营战略等产生重要影响。
另外，本书对于从事新闻传播特别是传媒经济与管理专业的高校师生以及研究人员来说是一本很有价
值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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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一，激活原有的“沉默价值”，形成范围经济的服务格局。
品牌、渠道、客户资源，原本在传媒的单一化经营中都有其特定的单一化的角色与价值，其开发度和
价值利用程度都是比较低的。
新的市场要素和功能因素的引入，有助于实现相关要素的多重角色、多重使用，乃至其价值的多重开
发，营造新的价值实现模式。
第二，拓宽原有的市场边界，谋取更大的市场版图。
每一类传媒其特定的市场位置、传播定位和产品类型所对应的市场对象和服务范围是有限的，而竞争
使每一个传统领域内的市场竞争日益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和代价，如何开疆拓土便成为任何市场主体
所追求的目标之一。
在“混搭”模式之下，由于有了更多的服务产品、服务方式的搭配与组合，便造成了一种建立在产品
核心竞争力基础上的市场“泛化”现象——人们有可能突破原有的市场边界去谋取更大的市场空间和
市场服务，从而获得更大的市场回报和更为丰富的价值实现方式。
2.信息节点、信息解读以及多元意见的平衡者和公共空间的建构者：传媒人角色重心和社会担当的四
种转型第一，从信息的终端采集者到构建在公民新闻运动基础上汇聚和整合信息的“信息节点”。
在今天，发布新闻已经不再是传媒工作者的“专利”了。
在美国有研究数据显示，2009年有接近70％的新闻的首发者不是专业的新闻媒体和媒体工作者，而是
作为普通公民的“博客”、“播客”和“推特”们。
并且有研究表明，这一“公民新闻”的浪潮还将进一步扩张自己的“领地”，使专业的新闻媒体在提
供新闻方面的比例日渐收缩。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新闻报道成为一种每一个人都可以自我的“通用技能”的时候，专业媒体所拥
有的记者必然在发现事实方面处于“劣势”——他们在接近事实的便捷性方面远远不及“无处不在”
的普通公民。
面对这样的发展态势，从表面上看，公民新闻运动“挤占”了传统意义上属于专业媒介人的固有领地
，这对于传媒人而言似乎是一件“坏事”。
但如果从积极和正面的意义上去理解，我们不难看到这其实是重新架构新的新闻和内容采集模式的一
个巨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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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传媒蓝皮书: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1版)》：权威机械、品牌图书、每年新版。
盘点年度资讯，预测时代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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