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报告>>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报告>>

13位ISBN编号：9787511500748

10位ISBN编号：7511500749

出版时间：2010-5

出版时间：人民日报出版社

作者：喻国明 编

页数：623

字数：62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报告>>

内容概要

中国传媒发展指数CMDI(China Media Development Index，CMDI)(2010)体系，秉承上年研究宗旨，沿
袭其指标构建体系，结合当前实际，在研究内容与方法上作了一些改进，形成关于中国传媒产业综合
发展水平的最新报告。
    本报告分为总报告、主体报告、专题报告、媒介年度观察四个部分。
    总报告是关于中国传媒发展指数(2010)的最新研究结果。
报告对2008年度31省区总指数得分、排名及聚类作了详尽分析，并且研究了CMDI(2010)总指数与分指
数的动态变化，特别对其四年来(2005、2006、2007、2008)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重点梳理。
报告对四大区域指数进行了分析，重点探讨了西部与东部、中部、东北及全国平均指数之间的关系。
对2007年传媒产业占文化产业比重进行了结构性分析，对两者的关系作了尝试性研究。
    主体报告包括全国报告与省市报告。
全国报告对基础指标原始数据作了实证分析。
31个省市报告对本省省情、关键数据、关键事件、主要特征、传媒产业与文化等，作了概要展示与重
点研究。
    本期专题报告包括：中国媒介规制的发展、问题与未来方向；微博：中国本土化发展战略——一种
基于用户培育的差异化竞争；试论品牌形象管理“点—线—面”一体化传播的新模式；区域经济语境
中的民族文化与传媒产业。
    最后是媒介观察报告，它采用词频统计等内容分析手段对2009～2010年传媒产业进行盘点与描述。
包括2009年传媒产业关键词、10大传媒行业报告、年度人物与年度规制。
行业报告对各媒体产业的生产能力、盈利能力、关键数据、观点声音、年度事件作了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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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类外分析内蒙古的5个主要指标中，广告竞争指数得分最高（57.12），而盈利指数最低（35.72）
。
　　（1）广告增速高，但开发度低　　广告竞争指数方面，第一类型的省市中，该项得分最高的是
北京（89.62），第二类型的省市中，该项得分最高的是天津（46.03）。
构成该项指数的基础指标中，广告增长率这一项的得分，内蒙古高于二者，这就是第三类型省市的特
点，即：广告增速高，但广告开发度低。
　　（2）媒介盈利能力需提升　　盈利指数方面，第一类型的省市中，该项得分最高的是上海
（73.48），位于全国第二，第三类省市中，该项得分最高的是广东（90.63），位于全国第一。
构成该项指数的基础指标有：内容售卖收入和广告收入，通过这两个基础指标我们可以看出：内蒙古
的媒介盈利能力在全国处于较为落后的地位，而另外两个类型的省市中，广东省的内容售卖收入处于
全国第一，上海市的广告收入处于全国第二，两个省份的媒介盈利能力相对而言比较平衡且发达，所
以第三类型地区的省市的媒介盈利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
　　五、传媒产业与文化产业1.传媒产业在本区文化产业中的方位与作用从文化产业三个层次来看
，2006年内内蒙古自治区以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艺术为主的作为文化产业核心层的传统媒体总
收入约为37.5亿元；以休闲娱乐、旅游等为主的文化产业外围层总收入约为286.11亿元：以文化用品、
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生产与销售为主的文化产业相关层总收入约为9亿元。
　　由此可以看出，内蒙古传媒产业对于本自治区文化产业增加值的拉动较小，而旅游业作为文化产
业的外围层对于本自治区的文化产业的拉动较大，二者所占比例有着较大差距。
由于自治区的地域特色影响，旅游业成为其文化产业的主要支柱，而作为核心层的传媒产业则较为落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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