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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传媒发展指数CMDI(China Media Development
Index，CMDI)(2011)课题组，秉承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立足静态与动态相渗透的观察
视角，致力数据深度性挖掘与事件社会眼解析，形成关于2011年中国传媒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最新报
告。

《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报告(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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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最新研究结果。
报告对2009年度31个省区总指数得分、排名及聚类作了详尽分析，研究了CMDI(2011)总指数与分指数
的动态变化，对五个年度(2005、2006、2007、2008、2009)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重点梳理。
对四大区域强弱指数分布进行了展示与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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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趋势、关键事件、主要特征等，作了展示与研究。

本期专题报告包括：中国媒体品牌影响力排行榜评测分析报告(2010)；植入式广告：研究框架、规制
构建与效果评测；论技术与传媒文化产业的关系。

最后是媒介观察报告，采用网络智能文本采集分析软件对2010～2011年传媒产业进行盘点分析，展示
了从社会舆情观察传媒业的独特视角。
报告内容包括2010传媒产业关键词、10大传媒行业报告、年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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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报告(2011)》由喻国明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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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喻国明，男，1957年9月生，1989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
现为中国人民犬学新闻学院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职务及主要社会兼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
同耐兼任：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高校委员会副
会长、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咨询专家组成员、国家台湾事务办公室专家
组成员、《中国传媒发展指数(蓝皮书)》主编等。

个人主要研究领域、主要学术成就：主要研究领域为新闻传播理论、传媒经济与社会发展、传播学研
究方法；已经出版的学术著作18部，另有400余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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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0年图书产业年度观察
2009～2010年音像产业年度观察
2009～2010年电影产业年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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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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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一是电影市场影院发展不足，影响电影的扩容，近两年影院的发展滞后于观众的需求
，房地产价格的高涨导致影院建设受到很大制约。
二是市场企业主体不强，国内真正有品牌影响力的电影企业太少，导致大量资金进入这个行业以后无
序生产、无序发行，这必然导致电影专业化水平低，投放准确度弱。
三是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在减弱，表现在国际获奖的位置总体上规模不高，在国际有影响力的主流影
片不多。
四是电影人才培养的规模和方式都缺乏体系化，应建立一个从学生选拔，教育培养，到拍摄初期的全
方位人才培育体系，重在提高中国电影的专业化水平。
五是电影产业化初期都会面临着寻找自己文化价值表达的问题。
广电总局：暂不推电影分级实践中无非常成功经验对于实行电影分级制，中国在过去几年一直在探讨
，演艺界的一些人士也呼吁建立电影分级制。
世界上有些国家也实行了电影分级制度，中国进行了大量的国内外市场调查研究，但在调研中感觉到
，从理论上说，电影的分级可以保证不同年龄、不同层次观众的需求。
但在实践中目前还没有看到非常成功的经验，包括国外一些发达的电影国家，在管理的过程中，市场
还存在很多难以有效控制青少年观众等进入市场、进入影院、进入网络、进入网吧看电影的情况。
调查结果表示，在中国市场上目前还不适宜推进电影分级制。
中国动画电影：投资有“数”，点金有“术”国内动画电影正遭遇着“冰火两重天”：一边是“喜羊
羊”两部动画电影均票房过亿，另一边却是大量动画电影票房低迷，甚至无缘公映。
尽管悬殊如此之大，但并没有影响动画电影的投资热，只是对于投资方以及制作方而言，在对动画电
影投资有“数”的同时，更须心中有数：看清当下现状，了解动画电影的成功因素，方能做到点金有
“术”。
二、年度事件（一）电影产业年度特征2010年是中国电影产业迎来了黄金时期，产业各个环节，无论
是制片、票房、融资还是影院建设，均呈现飞跃发展的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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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报告(2011)》为传媒指数蓝皮书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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