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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0年前，新世纪的大幕刚刚拉开，电视系就已开始着力推动年轻教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工作，
将教学、科研和新闻实践紧密结合。
到现在将近十年了，他们次第完成学业，一起完成的是从不同视角对当前色彩斑斓的媒介景观的关照
和研究。
当一本本厚厚的博士论文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一批青年学者从这里，开始了自己的学术
道路。
　　几经努力，这套“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博士文库”终于问世了。
这套文库的作者，都是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
从他们身上，我能够感受到新时代学术的朝气。
尽管他们各自人生阅历、知识背景、生活目标不尽相同，但是读书生活却给了他们同样的学术传统、
学术理念、学术规范与方法的熏陶。
在动笔写序的时候，我的心里有一种释然、一种期待，同时还有一种隐隐的担心。
　　这套文库关注的均为当前新闻传播学领域之中的新课题和新现象，用前沿性来评价并不为过。
前沿意味着创新、意味着锐气，他们或者关注着最新的命题，或者选择了最新的视角，或者采用了新
的研究方法，或者有新的论证材料⋯⋯这套文库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更多人关注他们默默的
耕耘，让他们有机会与大家沟通、交流，我为此而释然。
　　但是，博士论文的完成，不过是学术研究的开始。
当前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迅猛发展，早已日新月异。
但是，随着数字化、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的新闻事业面临着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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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曾祥敏的《新媒体背景下的电视分众化传播》一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首先从哲学中“分”与“合
”的辩证思维去梳理当前纷繁芜杂的大众传播发展格局，从而为分众化传播的形成以及分众化传播与
传统大众传播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思路清楚、逻辑缜密的论证基础与理论视野。
    文中以电视媒体为主要剖析案例，结合新媒体对分众化传播的形成、发展以及未来趋势作了比较深
入的探讨。
本书从大众传播模式的架构出发，着重对分众化传播形成中的受众、传播渠道、传播生产组织以及传
播产品等环节进行了分析与论证。
这是目前学术界对分众化传播较为全面的分析与探讨的著作，更重要的是，作者不仅从现有的电视媒
体发展实际切入，而且结合数字技术的发展对电视媒体的未来发展之路作了深入的分析与论证，从而
点明了分众化传播的现实意义与未来发展的轨迹。
    分众化传播是传媒业现实问题，虽然在业界与学术界多有探讨，但是鲜有专著对其作系统的分析与
论证。
曾祥敏的该项研究从某种意义上填补了这一空白，也对传媒经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显示出
了作者勇于探讨新问题的研究勇气。
    该项研究的学术视野开阔，作者结合了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
对分众化传播形成的经济转型、组织转型、产品形态转型都作了深入研究。
研究文献资料扎实、实证案例丰富，结合了中国和国际相关研究的理论文献数据与实证案例，显示出
了作者关照理论与实际以及旁征博引的多维性的学术眼界与理论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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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祥敏，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副教授、电视编辑教研室主任，传媒经济学博士，硕士生
导师。
　　于北京广播学院获本科学上学位。
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获传媒经济学博士学位。
曾赴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进修；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方向为电视新闻、电视采访、电视节目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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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规律驱动；四是经济范式的转型；五是媒体竞争战略的选择。
　　1.媒体市场化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国电视媒体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
电视媒体除了原有的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之外，其经济属性也不断得到加强。
媒体在市场化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了几方面的转变：第一，电视媒体由原有的政府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
转向为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和经营”；第二，电视媒体收益率被空前重视，“媒体管理
在总体指导思想上由‘社会效益’向‘商业利益’倾斜”。
①第三，信息传播由“传者本位”向“受众本位”转变，而受众也被视为“消费者”。
正如黄升民教授所言“产业化、集团化、市场、效益、效率、收视率、受众需求以及成本核算、营销
、广告等影响着电视实践”。
②市场化的发展使电视媒体必须提高其市场盈利率，以受众需求为中心，在市场竞争中求发展。
　　2.从短缺经济到过剩经济　　从我国的经济发展来看，无论是一般商品还是媒体产品的生产与需
求的关系都出现了转型。
短缺经济的时代已经结束，随之出现的是过剩经济的时期，这两种经济形式反映了不同的生产和需求
关系。
　　（1）短缺经济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的经济整体上属于短缺经济。
短缺经济是经济发展中资源、产品、服务的供给不能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一种经济现象。
短缺经济主要表现为：纵向短缺，即在资源、产品和服务通过行政配给方式分配的情况下出现的短缺
；横向短缺，即在资源、产品和服务通过买卖方式分配的情况下出现的短缺；内部短缺，即企业缺少
完成计划所必需的投人品；社会生产能力短缺，社会生产能力的利用接近各种资源形成的“瓶颈”。
　　短缺经济的具体特征表现为：　　第一，以生产为中心。
　　这种以生产为中心的模式主要是受资源约束性经济的影响。
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在他的《短缺经济学》里指出“短缺意味着不能得到实现某种严肃意图
所需要的投入”。
③他把企业生产增长受到的约束分为三种：一是资源的约束，即物质约束，可以表现为，一切生产活
动的第一种实际投入≤第种实际投入瞬时可用的数量；二是需求约束，可以表现为第种产品的销售≤
买者对既定价格下种产品的需求；三是预算的约束，可以表现为企业支出≤货币存量+企业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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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媒体背景下的电视分众化传播》分众化传播的历史由来及理论阐释，电视受众“分合”——
目标受众的细分与聚合，传播渠道“分合”——终端即渠道的定位管理与整合，电视生产组织“分合
”——分众需求导向型组织的建构产品“分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媒体背景下的电视分众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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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