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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传媒业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媒介产业化”、“文化全球化”、“媒介融合
”等概念也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
世界传媒巨头、美国维亚康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萨默·雷石东也提出了“中国传媒业有着巨大的发
展潜力”的观点。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媒介经营管理领域获得了绝佳的发展契机，以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
学、武汉大学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为代表的学院派不断推陈出新，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
荣局面，为本书的立项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
纵观国内各大院校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种类繁多的中高级专业教材大多关注于在新闻传媒的本体
理论上，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产业组织学的学术精华。
在许多人眼中，我国传媒业称不上是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的调整更无从谈起，
这种偏颇的见解延缓了我国传媒学理论的创新，更严重影响着我国传媒业工作者的培养工作。
因此，为了满足媒介产业化的客观要求，《媒介产业组织学》一书的面世，弥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学
术空白。
作为北京电影学院的重点科研项目，《媒介产业组织学》一书基于产业组织学的理论框架，对媒介产
业的SCP范式（媒介市场结构media markets truc. ture、媒介市场行为media market conduct和媒介市场绩
效mediamarketper. formance）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和分析，并引入现代的政府规制理念，将媒介经营管
理领域的研究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吴曼芳教授以科学务实的工作作风，对当今媒介产业部门的产业化进程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结合我国
传媒业的现状和科学的产业组织学思维，历时近三年完成了这一科研成果，对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的
媒介学术创新和相关教学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的来说，《媒介产业组织学》是一项很重要、很有意义的科研课题，书中涉及到的媒介产业组织学
不仅在媒介经营管理理论中处于领先地位，更将给媒介监管体系注入先进的理念，加速我国媒介产业
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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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传媒业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媒介产业化”、“文化全球化”、“媒介
融合”等概念也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
世界传媒巨头、美国维亚康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萨默·雷石东也提出了“中国传媒业有着巨大的发
展潜力”的观点。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媒介经营管理领域获得了绝佳的发展契机，以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
学、武汉大学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为代表的学院派不断推陈出新，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
荣局面，为《媒介产业组织学》的立项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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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曼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管理系副主任，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
主讲传播学、媒介经营管理。
参与撰写《中国电影产业年报2005-2006》、《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报告2007-2009》。
著有《电影市场营销中的媒体策略研究》、《媒介的政府规制》、《媒介经营与管理》、《电影企业
上市运营》及《媒介产业组织学》等多部专著。
刘灏，北京电影学院影视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先后参与《电影市场营销中的媒体策略研究》、《媒
介经营与管理》、《媒介产业组织学》、《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报告2007-2009年》等书籍的撰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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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导论第一章 媒介及媒介产业化概述第一节 媒介一、媒介的定义二、媒介的种类第二节 媒介的产
业属性一、媒介的多元化产业属性二、媒介的商品属性三、媒介产业的特性第三节 媒介的产业化一、
媒介产业化的定义二、媒介产业化的重要意义三、媒介产业化的流程第二章 产业组织学与媒介产业第
一节 产业组织学概述一、产业二、产业组织学的渊源三、产业组织学的主流学派四、产业组织学的基
本框架第二节 媒介产业组织学的应用研究一、媒介产业应用产业组织学的必要性二、媒介产业组织学
的可行性分析第三节 媒介产业组织学的基本框架一、媒介产业组织学二、媒介产业组织学的基本分析
范式三、媒介产业组织形态的研究第三章 媒介产业的市场结构研究第一节 媒介产业的垄断竞争程度
一、媒介产业组织学的基本市场模式二、媒介卡特尔与反垄断第二节 媒介市场集中度一、媒介市场集
中度二、媒介市场集中度与“马歇尔冲突三、媒介市场集中度的具体分析第三节 媒介市场的进出壁垒
一、媒介产业的市场壁垒二、媒介可竞争市场理论三、媒介市场进入壁垒的放松第四章 媒介产业的市
场行为研究第一节 媒介价格策略一、媒介定价策略二、媒介价格结构策略第二节 媒介资本运营一、
媒介资本运营的现状二、媒介产业的融资性资本运营三、媒介产业的投资性资本运营第三节 媒介广告
经营一、媒介广告的投放经营二、媒介广告的形式经营三、媒介广告的定价经营四、媒介广告的渠道
经营第四节 媒介创新和技术升级一、创新及媒介创新二、媒介技术升级第五章 媒介产业的市场绩效
研究第一节 国际市场地位一、媒介产业组织学中的国际市场地位二、我国媒介产业的国际市场地位第
二节 利润水平一、媒介企业的利润和利润率二、媒介产业的平均利润率第三节 资源配置效率一、媒
介资源配置效率二、勒纳指数第四节 公平程度一、媒介产业组织学中的公平程度二、媒介产业的效率
与公平博弈第六章 媒介的政府规制第一节 媒介产业组织学与媒介政府规制理论第二节 政府规制理论
一、政府规制经济学二、媒介的政府规制理论第三节 媒介的经济性政府规制一、媒介产业的市场进入
规制二、媒介产业的价格水平规制三、媒介产业的价格结构规制第四节 媒介的社会性政府规制一、媒
介社会性规制的意义所在二、媒介产业的外部性规制三、媒介产业的内容规制第五节 “媒介寻租”、
媒介激励性规制与媒介规制放松一、媒介的政府规制失灵与“媒介寻租二、媒介产业的激励性政府规
制三、媒介的政府规制放松第七章 欧美国家的媒介产业组织研究第一节 美国的媒介产业组织形态研
究一、美国媒介产业现状二、美国媒介产业的组织形态研究第二节 英国的媒介产业组织形态研究一、
英国媒介产业现状二、英国媒介产业的组织形态分析第八章 媒介属性与媒介产业组织学第一节 媒介
属性概述一、媒介的属性二、媒介的双重属性三、媒介双重属性的关系第二节 媒介属性与媒介产业组
织形态升级一、我国传媒业的改革与媒介属性的变化二、媒介双重属性与媒介产业组织模式第三节 媒
介属性与媒介产业组织学一、科学的媒介产业组织形态的形成必须以媒介的意识形态属性为实施基础
二、媒介产业组织形态的调整和媒介的双重属性需要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来维护三、不同媒介形式承
担的双重属性比例不同决定了各媒介部门的产业组织形态将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第九章 我国媒介产业
组织理论研究第一节 我国媒介产业组织形态现状分析一、广播电视业二、电影业三、出版业四、互联
网业五、新媒体产业第二节 媒介产业组织形态的权衡分析一、欧美国家模式的对比二、我国媒介产业
组织形态改革历程三、我国媒介产业组织形态调整的特点第三节 我国媒介产业组织形态的政策建议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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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经营模式创新所谓经营模式，是指企业如何将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有效组合，从
而使得企业价值不断增长以达到盈利的目的，简而言之，就是经营的方法。
对于我国媒介产业来说，长期以来，经营模式一直保持着统一制作、统一提供的传统模式，在广播电
视业就是“制播合一”模式，在电影业就是“制作、发行、放映合一”模式。
但随着专业化和分众化时代的到来，部门分工将成为经管模式改革的重点，我国媒介产业的传统经营
模式也将面临着不断的创新和升级，以适应全球化的媒介市场。
在媒介经营模式创新中，“制播分离”的实施也将引发整个电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并将成为我国
电视节目生产制作环节的一次重要调整。
所谓制播分离，从广义上说，是指除新闻节目以外的电视节目由社会上独立的节目制作公司自主制作
，然后将节目推向市场销售，电视台根据自己的需要，到节目市场自由选购节目，供播出使用。
从狭义上说，是指电视台内部，将节目制作部门独立或相对独立地分离出来，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
盈亏，自主运作。
前者称为“体制外”；后者称为“体制内”。
在具体的运作中，广播电视业的“制播分离”经营模式创新将通过以下三种形式推行：（1）委托制
作。
随着电视频道数量和播出时问的增长，一些电视台开始面临内部制作力量不足的问题，这为社会力量
进入电视业提供了可能。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机关部委相继成立了电视节目制作部门，随之也出现了一些社会制片公司。
这些机构和电视台的合作方式当中，通常是电视台将栏目委托给这些机构制作。
这些机构与电视台的管理层关系密切，同时有一定的财力基础和社会关系背景。
（2）合作制作。
合作制作是指由电视台和社会制作机构共同策划、投资、联合制作节目并分享节目版权的操作模式。
电视台可以以广告时段或制作经费为投资，双方共同对节目进行审查后播出，合作制作与委托制作的
区别在于：合作制作是电视台与社会制作机构共同投资、共有版权、共同制作，双方利益共享的合作
方式；而委托制作是由电视台根据自身需求，投资并委托社会制作公司制作节目的操作模式，电视台
完全享有版权。
近年来，随着社会制作机构的发展，他们与电视台之间所进行的合作也越来越多，比如北京电视台播
出的《每日文化播报》、《搜秀城》等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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