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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的这套“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是一套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内，
皋牢百代，卢牟六合，贯穴古今，笼罩中外，密切联系新闻传播工作的实际，广泛吸收新闻传播学的
最新研究成果，高挹遐揽，取精用宏，供新世纪的高等院校新闻传播院系教学使用的系列教材。
上个世纪初以来的100年，是世界新闻传播事业飞速发展的100年。
这100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继报纸、期刊、通讯社之后，广播、电视、网络和多种新媒体
相继问世，新闻传播的媒介日趋多元化，新闻传播的手段日趋现代化，“地球村”变得越来越小，新
闻传播事业对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则变得越来越大。
这100年，也是中国新闻事业飞速发展的100年。
其中最近的30年，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发展得尤为迅猛。
据上个世纪末的统计数字，截至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即1999年，全国已有公开发行的报纸2100种，
通讯社2家，广播电台1200座，有线和无线电视台3000多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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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媒经济学教程》讲述了：第一，内容新，涵盖广。
第二，写法新。
第三，作者阵容强大。
总之，这套教材的出版能够较好地满足新时代新闻传播学教学发展的需要，在宏观上，使学生把握新
闻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熟悉其整体的框架：在微观上，能够借助教学使学生对新闻传播学的实践业务
知识有具体的了解。
本套丛书涵盖新闻学、传播学两大学科和新闻学、广播电视、广告三个专业。
21世纪已经来临，集聚力量，重新编写出一套体系完整的，能够为新世纪的新闻教育和新闻人才培养
服务的新闻传播学的系列教材，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正是基于这一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编写了这套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
编著者都是各教学领域的专家，其中有许多人是相关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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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你可以这样设想该图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准备参加朋友婚礼的小王需要买套西装，他来到商
场，挑中一套标价3 000元、品牌为A的西装。
接着小王来到收银台付了3 000元，当小王拿着这套西服走出商场时，他所支付的那3 000元中的2 000元
（另一部分成为商场收益）被打到A服装厂的账上，成为该服装厂从售出这套西服上得到的收益。
但这2 000元在服装厂停留片刻后，又被花去一部分——购买生产要素，譬如支付一名叫张三的工人
的1 500元工资，张三因此多了一笔1 500元的收入。
接下来再以报社为例，说明传媒产业中货币及物品与劳务的循环流向（见图1—6）。
同样，你也可以想象报社循环流向图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买完衣服的小王在等公交车回家时看到马
路边有一报亭，便花0．5元买了份《××晚报》。
小王上车后花了30分钟看完这份报纸。
看报纸时，小王瞥见自己刚刚买的那个服装品牌在《××晚报》上有个半版广告。
原来，半个月前，A服装厂从××晚报社购买了半个版的广告版面来刊登广告，持续时间为30天，并
为此花去30万元。
此外，报纸上还有其他一些企业刊登的广告，当然这些企业为购得广告版面分别给报社付了钱。
从小王买的这份报纸上，报社得到两笔收益，一笔是卖报赚得的O．37元钱（另0．13元被报亭赚得）
，另一笔是卖报纸广告版面赚得的5元（假设该期报纸所赚得的总广告收入分摊在每份报纸上为5元）
。
接下来报社从赚得的5．37元中拿出0．5元购买生产要素，譬如作为房租的一部分付给房东，这O．5
元便成为房东收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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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传媒经济学教程》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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