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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传播技术与传媒产业发展研究》主要内容：研究框架和核心内容作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数字传播技术与传媒产业发展研究”的最终成果，本书集中解决了本研究的
核心问题，体现了本研究的核心成果。
总体来看，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
　　 1．数字传媒产业的影响力
　　本书的第一篇集中论述数字传播技术的影响力，包括数字传播技术概述、数字传媒产业对国民经
济的影响、数字传媒产业在国家信息化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2．内容产业的重构
　　本书的第二篇用五章的篇幅集中探讨了数字传播技术对内容产业的重新建构。

　　 3．网络产业的力量博弈
　　第三篇的焦点问题是网络产业的力量博弈。

　　 4．控制终端信息消费市场
　　第四篇是本书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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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从单一的内容存储系统到全台的综合管理系统 媒体资产管理系统引入我国
后的两三年间，虽然有些媒体机构相继开发了自的媒体资产管理系统，但大多数媒体和电视台都处于
观望状态。
在这一阶段， 国内的一些媒体管理者认为媒体资产管理系统无非就是将卡带式的影音资料存储方式改
变成数字存储方式，没有认识到媒体资产管理在整个电视台的节目采编制播体系中的强大管理功能。
直到2003年下半年，随着中央电视台音像资料馆媒体资产管理系统和辽宁电视台数字节目平台媒体资
产管理系统的建立，这种后面才开始扭转。
 2004年之后，媒体资产管理系统应用案例越来越多，媒体资产管理系统发挥的功能越来越大。
一些媒体管理者逐渐接受厂商的建议，将媒体资产管理系统从存储管理层面引入到从采、编、制到播
的全台管理中，媒体资产管理的强大功能开始慢慢显现。
 （二）从媒体内容管理系统到媒体资产管理系统 前文中我们不断提到“内容”和“资产”。
媒体资产管理系统在国内发展之初也经历了一场是“内容管理”还是“资产管理”的讨论。
显而易见，电视台媒体资产管理系统的管理对象就是各种媒介内容资源，这些资源可以是一个电视台
自己的内容资源，也可以是其他媒体的内容资源。
单从技术角度来看，媒体资产管理系统完全可以实现多个电视台媒介内容的互用和统一管理，因此媒
体内容管理系统的名称完全符合系统的主要特征。
然而在实践中，媒体资产管理系统更多是应用在每一个单独的媒体机构，如果不考虑版权等问题，随
意上载下传任意一家媒体的内容资源，势必会造成这家媒体的损失，这样，内容资源又被看做媒体的
无形资产；相应地，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业内人士强调应改称这一系统为媒体资产管理系统，目的
是在体现系统功能的同时，将内容资源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加以重视。
 （三）多样的应用领域和灵活的应用方式 从上文对媒体资产管理系统的工作体系的介绍，我们可以
发现媒体资产管理系统最大的特点就是方便快捷，管理更为科学化、系统化。
实际上，除了这些优势外，它还可以应用到不同的媒体单位，并且根据用户的实际情况灵活地定制。
这也就是说，在基本的技术基础上，它能够根据不同用户的不同需求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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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字传播技术与传媒产业发展研究》集中解决了本研究的核心问题，体现了本研究的核心成果。
研究框架和核心内容作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数字传播技术与传媒产业发展
研究”的最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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