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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内对“传媒产业”进行系统的研究也就是近几年的事，从研究的文献来看，大多集中在传播学
领域。
经济学对传媒产业的关注时间更短，原因是我国意识形态对传媒产业的影响较大，经济学介入其中似
乎具有一定的风险性，所以，当肖弦弈提出要研究传媒产业结构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
，是具有挑战性的选题。
　　近几年来，中国传媒产业占GDP的比例大约维持在2％左右，产值逾4000亿元以上。
随着传媒制度的创新，资金、人才、技术等市场要素快速地投入到传媒产业发展中来，这引起了传媒
产业结构的急剧变化。
这一背景让我觉得研究传媒产业结构问题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大有文章可做，于是我坚定地支持了肖
弦弈提出的选题。
　　中国的传媒业在1978年之后开始了转型，传媒业的功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随着1994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传媒市场化和商业化的步伐加快。
在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前提下，传媒业开始考虑投入和产出的问题。
到2000年前后，传媒产业为了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整个行业呈现集团化的趋势，传媒产业结构
升级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到2005年，市场形势急转直下。
传媒产业低级、粗放的产业结构已经严重影响传媒产业的发展，中国传媒产业升级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曰显突出。
这个时候，肖弦弈非常敏感地注意到这个问题，开始大量搜集材料。
经他与我反复磋商，决定将题目定在“中国传媒产业结构升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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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随着传媒制度的创新，资金、人才、技术等市场要素快速投入到传媒产业发展中来，引
起传媒产业结构的急剧变化，产业升级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日益凸显。
　　本书是中国传媒产业结构升级研究的最新成果，运用经济学相关理论，并结合深入的实证分析，
阐释制度因素和市场供给因素对传媒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提出中国传媒产业结构升级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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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篠原三代平提出了选择主导产业的两条基准，即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基准。
收入弹性，即需求的收入弹性。
所谓弹性是以某一社会产品需求增长率和国民收入增长率之比，来表示的两种变量之间的数学关系。
这一指标反映了某一社会产品随着经济的增长需求增长的趋势。
不同的社会产品的收入弹性是不相同的。
某一种社会产品的收入弹性相对地高，这说明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对这种产品的需求也会相对地高
。
“收入弹性原则”要求分析各种产业、各种商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收入弹性，并在此基础上，把收入
弹性高的产业和产品列为优先发展的对象，使它们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增高。
不同的社会产品会表现出不同的收入弹性，其原因是由于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需求结构也同时发生
变化的缘故。
这里所说的需求既包括消费需求也包括投资需求。
篠原认为，重工业、化学工业产品的收入弹性高于轻工业产品，轻工业产品的收入弹性又高于农产品
。
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人们对重化工产品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增加得更快，轻工产品次之，农产品
更次之。
这样，根据“收入弹性原则”来衡量，其结论必然是日本的产业结构必须尽快实现重化工业化。
　　生产率上升基准也称作比较生产率原则，是指某一产业的要素生产率与其他产业的要素生产率的
比率。
这项原则是基于这样的分析，即由于各个产业之间技术进步的可能性是不相同的，因此，产业之间技
术进步的程度也必然会出现差异。
越是技术进步迅速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越迅速，成本下降也就越快。
这样，如果它有发展潜力大的市场，就使这些部门有可能获得更高的利润，更高的“附加价值”，那
么，在产业结构中这些部门占比重的提高，必然使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加快。
因此，生产率上升原则要求优先发展那些生产率上升可能性比较大的部门，使它们在产业结构中所占
的比重升高。
可见，生产率上升原则是从社会生产供给方面使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原则，也就是要使产业结构适应技
术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趋势，从而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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