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传媒博弈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传媒博弈论>>

13位ISBN编号：9787108029799

10位ISBN编号：7108029790

出版时间：2008-10

出版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孙光海,陈立生

页数：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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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媒博弈论>>

前言

今天的中国新闻媒体运行环境正在发生急剧变化。
从社会环境上看，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加剧，中国经济与社会变革的进程提速，社会
生活的变化频率日益加快，社会各个领域间的联系日益加强，相互作用日益深刻。
在这样的环境中，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冲突的机遇都在增大。
人们观察和理解这个世界的难度也随之增大。
从公众环境上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文化的进步，接受新闻信息传播的社会公众的
年龄跨度日益加大，社会构成日益复杂，思想状况日益活跃，价值标准日益多元化，地域分布日益广
泛。
快速获取最新信息、精确接近深度信息、主动选择实用信息已经成为受众对新闻信息的普遍需求。
整个社会公众对新闻信息的需求日益苛刻。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传媒博弈论>>

内容概要

本书采用博弈论、信息论、传播学理论等作为分析工具，将四大城市的十三家都市报、四大主流门户
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大媒体的日常新闻报道及其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
行分析，通过大量的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及其
表现而应采取的最佳策略。
本书通过小故事折射出大道理，提出了种种行之有效的策略，可以说是中国传媒业及其从业者真正意
义上的重要参考和实用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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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博弈论与“3法则”一、博弈之策：猜心之术不可不学传媒博弈，就是把博弈论“引进”到
传媒领域，研究传媒业的博弈现象和博弈规律。
通过对一条新闻在版面上的编排，可以推演媒体的态度与收益；通过对一条新闻的处理，把编辑部日
常工作同媒体的整体战略贯穿在一起；通过对新闻博弈的分析，透视出媒体的新闻运作系统是否科学
与健康，是否能有效地与媒体其他部门（发行部、广告部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一提到“博弈”（game）听起来就觉得高深莫测，其实它就是“游戏”的意思，博弈过程就是“玩游
戏”。
博弈论（game theory）又被称为对策论，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理论和方法，它既是现代
数学的一个新分支，也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学科，也是研究决策主体在给定信息结构下如何决策以最
大化自己的效用，以及不同决策主体之间决策的均衡⋯。
所以媒体在运用博弈论时，要将具体的问题抽象化，即通过建立完备的逻辑框架和博弈体系，算出每
条新闻安排在不同位置时自己所能得到的收获。
博弈论最初主要研究棋牌、赌博中的胜负问题，人们对博弈局势的把握只停留在经验上，没有向理论
化发展，其实博弈论思想古已有之。
我国古代的《孙子兵法》不仅是一部军事著作，而且也是最早的一部博弈论专著；我国名著《三国演
义》本身就是一部博弈实战教材，其中有很多经典的博弈案例，如诸葛亮的“空城计”、曹操败走华
容道等。
博弈论正式发展成一门学科则是在20世纪40年代，由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和经济学家摩根斯坦在当时
合作出版了《博弈论和经济行为》一书，奠定了博弈论的理论基础。
20世纪50年代以来，纳什、泽尔腾、海萨尼等人使博弈论最终成熟并进入实用。
近20年来，博弈论作为分析和解决冲突和合作的工具，在管理科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生态学等领
域得到广泛的应用，今天博弈论已发展成一门较完善的学科。
博弈游戏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囚徒困境”：甲、乙两个人一起携枪准备抢劫，作案未遂便被警察发现
并拘留。
警方怀疑，这两个人可能负罪在逃还犯有其他重罪，但没有证据。
于是分别进行隔离审讯，为了分化瓦解犯罪嫌疑人，警方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两个当中，一人招供而
另一人不招，坦白者作为证人将不会被起诉立即释放，另一人将会被重判十五年；如果两人都招供，
则两人都会因罪名判刑十年。
这两个囚犯该怎么办昵？
是选择互相合作还是互相背叛？
从表面上看，甲、乙两人应该互相合作，保持沉默，这样他们都能得到最好的结果——如果两人都不
坦白，警察会以非法携带枪支罪而将两人各判刑一年。
但他们不得不仔细考虑对方可能会采取什么选择。
甲会这样推理：假如乙不招，我只要一招供，马上可以获得自由，而不招却要坐牢一年，显然招比不
招好；假如乙招了，我不招，则要坐牢十五年，招了只坐十年，显然还是招认为好。
无论乙招与不招，甲的最佳选择都是招认，还是招了吧。
当然，乙也同样精明，也会如此推理。
猜心之术不可不学，世事如棋，媒介亦不例外，几家都市报在一个棋局里，相互揣摩、相互牵制，在
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中做出自己最合理的、利益最大化的策略。
编辑部每天召开闭门的编前会，对明天即将出版的报纸进行新闻编排，通过在报纸的“黄金位置”向
读者推荐最有吸引力、读者最关心的新闻，是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的注意力和提升报纸的影响力
，编辑的目光除了在内部选稿外，还必须考虑自己的竞争对手此时此刻的想法，当然其对手也正在做
同样的工作。
参与竞争的几大报纸同时进行着新闻博弈，由此媒体经常陷入“囚徒困境”当中，比如在给定对手的
版面安排结果后，那么我方做出的新闻编排是最好的，对自己是最有利的；如果对手一旦改变策略或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传媒博弈论>>

者与当初设想的结果完全不同，那么我方做出的版面新闻编排则不能达到事先预期的最佳效果或者应
该获得的收获。
博弈论毕竟是数学的一个分支，编辑部在运用博弈论时，要将具体的问题抽象化，即算出每条新闻安
排在不同位置时自己所能得到的收获，建立起完备的逻辑框架和博弈体系。
毕竟每家媒体都想赢，都认为自己所做出的新闻编排对自己来说是最好的策略，是最好的结果，但当
看到对手的结果之后，实际情况并不是自己所想象的那样，这是所有参与者都面临的问题。
当面对困境时，各方媒体如何做出自己的抉择，其左右自己最佳策略的因素有哪些？
是利己还是利他，是媒体的价值观还是受众的满意度？
纳什作为一个了不起的数学家提出了博弈均衡理论（game equilibrium），后人称为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LlYn）：给定对手的策略，每个参与者选择自己的最优策略。
纳什均衡是一种僵局，其他参与人的策略一定，没有任何人有积极性偏离这种均衡的局面，也就是说
，每一个理性的参与者都不会有单独改变（随意改变）自己认为最好的策略的冲动。
人生处处充满博弈，博弈无时不在我们身边，上至国家，下至个人，一切都在博弈。
从“六方会谈”到塔利班组织扣押韩国23名人质，从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到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等等错
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博弈贯穿始终。
传媒同样如此，无论是传媒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还是传媒欠发达的城市，只要有媒体，就有博弈；没
有新闻竞争的地区（传媒独家垄断，如部分地级市）传媒博弈表现在媒体内部。
媒体间的竞争愈激烈，博弈愈复杂。
传媒竞争的核心之一就是博弈，只有博弈下的竞争，才是良性的、稳定的竞争。
用对手的眼睛看世界，用对手的思维辨方向，对竞争如火如荼的媒体来说尤其重要。
人生如戏，商业如棋，上至总编辑、下至编辑记者无时无刻不在与同行进行对弈。
懂得博弈，能让媒体在迷雾中辨清方向，在乱麻中理出头绪。
媒体的编辑就是策划，总编辑就是总策划。
把博弈运用到自己工作中的编辑，他们清楚地知道哪些新闻应该上头条，为什么要上头条，编辑可以
算出这条新闻上在头条位置媒体获益多少，安排在其他位置获益又是多少。
因为他们每个人在面对众多新闻的时候，心中都有盘棋，知道何时进，何时退，哪些策略是臆想，哪
些行动是智举。
知彼知己，向前展望，向后推理，博弈的核心法则并不复杂。
作为博弈法度，竞争圭臬，《孙子兵法》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胜，博弈的最高境界是善战者不争，善
争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乱。
要想在现代媒介产业中立于不败之地，媒体必须学会博弈，要想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总编辑，必须对
博弈所有了解并运用在实际的工作中。
二、博弈之法：媒介棋局另有规则博弈论较好地解决了对竞争等问题的可操作性分析，媒体的许多行
为、现象都可以用博弈来推演。
而我们重点研究的是参与博弈的各大媒体，在给定条件下（已经知道主要新闻内容，以及各大媒体的
新闻采编人员整体水平和业务素质旗鼓相当，一般不存在新闻漏报、文章质量高低等情况），各大媒
体如何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推断出对方的策略后而对方又不变的情况下，我方的策略对自己是
最有利的；但对方策略一旦变化，或者与当初推断的完全不同，那么我方给出的策略就不一定对自己
有利。
于是需要等到下一轮（明天报纸出版的时候）再来调整自己的策略，但这又将是一个全新的、完全不
同于昨天（上一轮）的博弈。
媒体博弈同其他领域的博弈一样，要同时满足一些必不可少的要素，如参与者、策略、收益、均衡等
，由于媒介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媒体在进入博弈局时，还必须遵守另外的规则。
一是参与者（player）。
任何一场博弈中都必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者，只有两个参与者的博弈现象称为“两人博弈”，
而多人参与的博弈称为“多人博弈”。
传媒博弈也是如此，由两家及以上的媒体作为主体来参与，这也是博弈的前提条件，只有一家媒体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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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独家垄断，博弈只能是在内部，比如新闻编排，这条新闻与那条新闻之间，报社要闻部与经济部之
间等内部进行。
无论是传媒的外部博弈，还是内部博弈，都必须由两个及以上的行为主体来参与。
二是策略（arategy），即每家媒体在每天的编前会（博弈局）上，都有可选择的、可行的、完整的行
动方案，该方案并不是某一天或者某一个阶段的方案，而是媒体整体行动的一个方案，也就是一家媒
体自始至终全局筹划的一个行动策略。
三是资源与收益（remurce与payoff），报纸每天出版之后，几家媒体的新闻博弈结果公开，每家媒体
在这一轮的博弈中有得有失，该得失不仅与博弈局中自身所选择的策略有关，而且与其他媒体所做出
的策略有关，博弈结束时每家媒体的“得失”是全体参与媒体所选定策略的函数，通常称为支付函数
（payoff fanc-tion）。
 四是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diSsymmetry），相互影响的各方将采取的行动具有不确定性，即参与博
弈的媒体彼此之间信息不对称，这就形成了博弈产生的条件和环境，比如《北京青年报》在昨天晚上
的编前会上，并不知道《京华时报》、《新京报》、《北京晨报》等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也不知道
头版上的重要新闻编排情况，反之如此。
因为这些报纸几乎在同时召开编前会，几乎在同时出版，如果确切知道了其中一方的新闻编排的话，
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内部出现了“奸细”，内部人员向竞争对手出卖了“情报”，这在任何媒体都
是绝对不允许的。
五是博弈均衡（game equilibrium），参与博弈的各方都期望得到最大的利益。
即在对方给定的条件下，我方做出的策略是最佳的，但是参与博弈的各方在进行决策时，需要了解对
方的行动，要得到明确的信息非常困难，因为某一方将采取的行动取决于其他各方采取的行动。
比如，新浪与搜狐在新闻竞争时，尽管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将要把什么新闻作为今天的重点新闻来推荐
，但是双方可以根据以往的经验和惯例，以及对方的新闻运营的规律、新闻价值观等作为判断，从今
天备选的“重点新闻”中推测出对方可能会把哪一条新闻作为“重头戏”，如果新浪把A新闻作为头
条新闻来“制造”热点，那么搜狐要么与新浪采取完全相同的策略，即也把A新闻作为头条，要么把B
新闻作为头条，吸引另外一部分网民的关注，反之新浪也是如此。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新浪、搜狐在策略背后都有各自的利益，如提升访问量、影响力，打击竞争对
手，树立自己的领导地位等。
六是博弈须有规则（rule），媒体博弈要讲究布局，布局须遵从客观规律与规则。
如果媒体超出这些规则和底线，则会被罚出局甚至遭遇灭顶之灾，这是博弈其他参与者和新闻宣传主
管部门都不能容忍和原谅的。
对媒体而言，博弈规则就是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相关部门的规章制度、新闻宣传纪律、道德伦理、
新闻宣传管理部门临时（暂行）文件等，如果某家媒体不遵守游戏规则或者脱离这个规则的底线，从
而获得更大的利益或者避免了更多的损失，那么对其他参与博弈的媒体就极为不公平，博弈局也不可
能持续长久。
如果新闻宣传管理部门不制止、不惩罚这种行为，那么其他媒体为了获取竞争优势也会放弃守信，立
即跟进并很快就会超越现行规则底线，这样的结果就是所有的媒体诚信全无，公众对媒体的期望完全
崩溃，媒体的公信力完全丧失，从而全部打乱现有的媒体规则而陷人混乱局面——这造成的直接后果
就是“管理失效”。
所以新闻宣传管理部门一定会严惩这种不遵守游戏规则的行为，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媒体付出的代价也
是惨重的，甚至遭受灭顶之灾。
比如2000年在成都报业市场上，《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蜀报》、《成都晚报》、《商务
早报》、《天府早报》、《四川青年报》等报纸演绎“七雄争霸”，成都传媒市场进入真正意义上的
“战国时代”，在激烈而胶着的竞争中，《蜀报》和《商务早报》没有遵守游戏规则而导致关门，毕
竟一切游戏皆有规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任何游戏皆有规则，媒体博弈也要堂堂正正地开局，不要心存侥幸地做局，以自己的正确策略来控制
局势。
所以，媒体每天召开的编前会以及各种策划会等，这些策略、计策都是编辑在内心里制定出来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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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体现在版面上而已。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情况是现在影响未来，比如孩子教育问题、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三农问题
”、官员腐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社会不公问题、等等已经成为几大社会问题，这些不能及时解决
，隐患无穷，对今后产生不可想象的社会后果。
但是，在传媒博弈中，新闻编辑在今天对明天的报纸进行策划、编排的时候，“未来”的因素直接影
响着编辑“现在”的思维、直接干预“现在”采取的策略。
在平时，我们看到的都市类报纸都是在清晨发行并上报摊，而新闻博弈是在昨天晚上的编前会期间进
行，也就是说这些报纸是同时博弈，同时出结果（第二天一早报纸出版之后，各报昨晚的博弈结果全
部公开，此时此刻发现竞争对手的结果后不可能再来修改自己的策略），所以值班副总编辑或总编辑
除了平衡内部稿件关系以外，还须把视野范围扩展到另外几家竞争对手，尽可能地知道、算准竞争对
手可能会采取的策略，从而给出自己的最佳策略。
但各大报纸常常自以为已经做好了一个所谓“完美”的策划大作，并准备心安理得地执行下去，不经
意间，却发现当自己试图以一种逻辑、一套方法、一系列经验圆满地解决一切问题时，总难免会碰得
头破血流——市场是检验博弈策略好坏的最好办法，竞争对手经常会“超出想象”地做出意料之外的
举动和行为。
在媒体博弈中，“未来影响现在”，明天报纸的市场因素，竞争对手的变数都会直接影响报纸现在的
决定。
三、传媒博弈：格局决定类型博弈在行为中，参与博弈的各大媒体都有自己不同的利益，为了达到各
自的目标，各方必须考虑对手的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并力图选取对自己最为有利、利益最大化的方
案。
因此，媒介格局决定了不同的传媒棋局，每种棋局也形成了不同类型不同类别的博弈局。
在其他领域形成的各种博弈局，在传媒领域都能找到与之匹配的案例，这也为我们研究传媒博弈提供
了理论支持。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传媒博弈论>>

后记

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并将继续发生剧烈的变革。
中国的传媒领域同样花团锦簇，热烈而烂漫。
不仅如此，无论从国内的角度还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传媒领域的竞争都将会变得更加惨烈。
中国传媒的成长如何，不仅关系到每家媒体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国际政治、经
济舞台上的地位日益凸现的背景下，更关系到中国传媒在国际信息流通中的“话语权”这一重大现实
问题。
因此，研究中国传媒领域的竞争策略和成长路径，就成为当前众多有识之士聚焦的热点话题。
本书作者之一孙光海为资深编辑，曾在主流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工作多年，现在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
研究中心、《网络传播》杂志社从事网络传播的研究工作，本书另一位作者陈立生为资深记者，现在
同济大学从事新闻传播学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相似的经历及共同的使命感使天各一方的我们走到了一起。
经过无数次的书信往来及电话沟通，从选题到立意，从方法论到切入点，从整个框架到具体细节，我
们反复磋商，反复修改，最终形成现在的《传媒博弈论》一书。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传媒博弈论>>

编辑推荐

《传媒博弈论》通过小故事折射出大道理，提出了种种行之有效的策略，可以说是中国传媒业及其从
业者真正意义上的重要参考和实用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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