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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说，十多年前大家还会对尼葛洛庞帝关于数字化的预测将信将疑，那么时至今日，我们早已忘却
当初的疑惑，逐渐体验并接受着数字化带来的种种改变。
传媒组织也在承受着数字化力量的冲击，其赖以生存的环境愈发复杂且多变，所以不得不及时革新以
应对新的产业、新的市场和新的竞争。
传媒组织究竟该如何把握数字化机遇以构建面向未来的竞争力呢？
这本《传媒数字化管理》给出了答案。
书中认为，数字化推动着代表传媒发展潮流的数字内容产业成型，以内容集成商的角色参与到该产业
中，是诸多传媒组织持续保有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另外，传媒组织目前积极开展的数字化、网络化建
设，为其借助“数字化管理”思维有效管控内容资源、优化业务流程和进行科学决策打下基础，如能
实现上述创新，传媒组织的内部核心能力就会大大增强。
这“一外一内”相辅相成，传媒组织可同时提升其效能和效率，并得以最终实现由“传统媒体”向“
现代媒体”的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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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梳理构建传媒竞争力的传统路径的基础上，着眼传媒的发展，以广电媒体为例，创新性地提出
可以从“数字化管理”的角度解读传媒竞争力。
在详细论述“数字化管理”思维的特质之后，归纳出推动“数字化管理”并最终提升传媒竞争力的两
个方向——“用数字化方式管理内容资产”和“有效管理信息以提高决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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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笔者开始介入传媒数字化管理领域至今的几年时间，正是我国广电媒体大力推动数字化的关键阶段
——有线数字电视“整体平移”超过6000万户，移动多媒体广播也从标准设定转为商业拓展，数字直
播星已送入太空并开始提供服务，数字化、网络化建设也进行得如火如荼⋯⋯目前，数字化已然成为
广电产业乃至整个传媒产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的重要推力。
正如本书所论述的，数字化对消费者、企业（媒体）组织、市场、产业、经济、社会、文化都产生了
巨大的冲击力，一些传统的模式正在被颠覆，而颠覆即意味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基于这样的潮流，传统的广电媒体有必要密切关注以下两个问题：一个是在媒介融合及数字内容产业
成型的大背景下，应该如何重新定位以顺应产业的潮流；另一个是在数字化、网络化程度越来越深的
基础上，怎样借助数字化工具、数字化手段提高自身的核心能力。
这两个问题互相交织、互为支撑，能帮助我们从一个更宽广的视野来解读传媒竞争力。
从这一角度构建的竞争力，将使媒体在未来获得更多资源及利润的同时产生更为广泛的社会效益。
数字化管理其实就是从上述视角出发构建传媒竞争力的一个大思路。
数字化所引发的数字内容产业将会是传媒产业的未来，而这一产业的关键组织即是对内容加以规模整
合、规模生产、规模分发的“内容集成商”。
广电媒体在内容运作层面有着政策、经验及资源的优势，如果能通过联盟或并购的方式向“内容集成
商”转型，则有望使内容的“大规模定制”成为可能，从而在将“碎片化”内容与“碎片化”需求加
以对接的基础上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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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数字化管理》：21世纪媒介理论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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