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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新闻传播学、媒介经济学、工商管理学等学科视角分析报业的现状与未来，把多学科知识与报
业经营实务、新闻实务结合起来，借鉴中外成功报纸的有益实践，剖析传统党报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
，来绘制中国报业改革的路线图。
其创新之处在于以下三点：其一是从产业经济的角度来观察报业、理解报业、分析报业，并从中寻找
党报改革的路径；其二根据社会学原理，把社会受众划分为五大区域，并为传统党报改革锁定了目标
人群和细分人群，为针对不同的消费偏好提供新闻产品指明了方向；其三是把商业思想植入报业的改
革之中，并观察传统党报的产品生产模式、营销模式、广告经营模式以及整个供应链再造。
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必须借鉴世界主流报纸的成长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重构传统党报的供应链
，内生传统党报的市场竞争力。
多学科视野的观照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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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思勇，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学博上，复旦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上，北京大学“财经”奖学金
（经济学）获得者。
现任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副总编辑、高级记者，湖北省政府咨询委员，中国现代中药产业发展论坛秘书
长，湖北省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任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凯乐股份（600260）、美尔雅（600107）
、劲牌有限公司、蓝特集团等多家上市公司、知名企业的品牌、营销顾问。
主持策划了美尔雅、劲酒、白云边、黄山头，霸王醉等多个品牌传播和产品营销的成功案例。

　　主要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媒介经济学、品牌传播和产品营销。
著有《把客户送上巅峰——产品营销与品牌传播的成功案例》、《世界范围内的百年经济奇迹——荷
兰、英国、美国、日本
的经验》、《世界工业化陷阱与中国的理性选择》、《党报的未来——媒介经济学的视角》等。

　　40多篇作品分别获中国新闻奖、中国国际新闻奖、全国省市区党报好新闻奖和湖北新闻奖，10多
篇作品先后被党和国家领导人、湖北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批示，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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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孙旭培在《当代中国新闻改革》（2004年）一书中，全面回顾了当代中国新闻改革的历程，总结
中国新闻传播各个领域的成绩和经验，重点分析了新闻界的重要变化、舆论监督的兴起和发展、报业
体制和广电体制的改革和发展、报纸业务和电子传媒业务的若干变化、网络媒体的发展及其影响等问
题，对中国新闻传播业20多年来的改革和发展进行r全方位扫描并提出了改进的思路，是一部涵盖面广
、内容丰富的新闻改革理论专著。
但《当代中国新闻改革》并没有从媒介经济学的角度对传媒业尤其是报业进行分析和展望。
　　林晖在《未完成的历史——中国新闻改革前沿》（2004年）一书中，对26年（自1978年始）的中
国新闻改革、WTO与当前中国新闻改革的基本目标、中国新闻媒介格局的战略转移等进行了描述，也
对重树传统党报权威——改革的重中之重进行了专门分析，但也仅仅是在一章中分析了传统党报面临
的压力，以及对党报必须姓“党”的强调，没有从媒介经济学的角度来认识，没有开拓市场化路径。
　　被誉为“媒介军师”的喻国明所撰写的一系列专著，包括《解析传媒变局》（2002年）、《变革
传媒》（2005年）、《传媒竞争力——产业价值链案例与模式》（2005年）等，广泛吸取国际学术界
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做了大量把握中国传播实际的极有认识和操作参考价值的调查研究项目，有针
对性地提出了“必读（视、听）性”概念，提出了报纸不但是“新闻纸”而且也应该成为“有用纸”
的概念，提出了传播产业是一种“影响力经济”的概念，甚至对传媒产业作了研究，但是，它的缺陷
仍然是缺乏系统性，对中国报业改革、传统党报的改革没有作出比较全面的回答。
　　直接以媒介经济学或产业经济学冠名的媒介研究专著并不多。
有代表性的专著有：　　《大众传媒经济学》（吴飞著，2002年）对传媒经济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知
识性介绍，具有“‘拓荒’的勇气和锐气”。
但正如作者自己所宣称的：幼稚显而易见。
而且，它对中国传统党报的改革论述得并不多。
　　2002年，董天策等推出了《中国报业的产业化运作》。
该书在阐明报业产业属性的基础上，对我国报业产业化运作的历史进程、基本市场、生存格局、报纸
策划、市场营销、经营战略、管理机制、集团化发展、网络经营以及规范体系等进行了全面探讨。
应该说，它涉及了媒介经济的方方面面，但正是由于它“全面”，所以决定它流于知识性介绍，对报
业的市场变迁、供给与需求、受众消费偏好等，还是缺乏比较深入具体的分析，对产业环境演变下的
党报改革也未能涉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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