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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传媒的产业属性经历了一个缓慢释放的过程，在制度供给上呈现非连续、偶然性特征，缺乏长期
、系统的制度安排与前瞻设计。
制度供应不足与战略规划滞后成为我国目前传媒产业发展的严重阻梗。
梅明丽编著的《传媒制度分析和战略重构》力图弥补的正是传媒产业发展相关宏观战略研究的一种缺
位，在国际竞争背景下重新建构中国传媒产业自主创新之路。
《传媒制度分析和战略重构》基于两个重要的研究基点：国家主导和战略产业。
这种模式是适合中国经济改革和传媒改革情境的一个必然选择。
打破行业和地域分割的现状，摆脱低层次行政介入，实现统一协调的宏观管制模式，为传媒产业发展
提供宏观目标和保证，这种战略思维模式的转变，将是对目前我国传媒产业发展路径的一种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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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明丽，同济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教师，媒介经营与管理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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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士期间专修媒介经营与管理，参与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研究项目，已出版和参编著述两部。
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介经营与管理、媒介制度、广告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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