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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3年，厦门大学创办了广告学专业，1993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21世纪广告丛书》。
弹指一挥间，至2008年，已经25年或15年过去了。
近两年来，《21世纪广告丛书》又进行了重要的改版与扩充，更名为《厦门大学广告学丛书》。
为了推进广告学术研究，2008年，我们又启动了《厦门大学广告与传播艺术丛书》的编写工作。
在前一套丛书的基础上，本丛书的思路是进一步扩大广告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尽量延伸与广告相关
的研究领域。
因此，本丛书包括《广告传播学》、《著名品牌故事》、《2.0营销传播——互动整合营销传播策略》
、《国际广告传播》等10多种著作。
这些著作不仅关注广告理论方面的深度探讨，也关注新媒体时代广告发展的趋势研究和广告在国际化
背景下的运作策略研究。
广告是营销的促销手法，服务于商业销售目的；同时，广告之所以成为“广告”而不是其他，是因为
广告活动是大众传播行为，是特殊的传播形态和传播方式，是研究利用大众媒介说话的艺术、传播的
艺术。
因此，才有了《广告与传播艺术丛书》的构想。
传播学的理论来源于社会现象。
众所周知，传播学本身并不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从形成理论体系到现在才不到100年历史。
其中，传播统计方法师从统计学，传播心理学源自心理学，其二级学科广告学又借鉴了市场营销学的
一些原理和方法。
可以说，传播学是优良的“杂交品种”，无论是早期的研究报刊广告的覆盖率，还是拉姆斯菲尔德、
施拉姆对传播要素的定义，还是后来M.E.麦库姆斯和D.L.肖就美国总统选举情况提出的“议程设置假
说”等各传播学理论，它的面世是用于解决和分析社会问题，所以属于社会应用型学科，这就要求其
必须同社会现象紧密联系。
广告在发展中吸取了传播学的这些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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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83年，厦门大学创办了广告学专业，1993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21世纪广告丛书》。
弹指一挥间，至2008年，已经25年或15年过去了。
近两年来，《21世纪广告丛书》又进行了重要的改版与扩充，更名为《厦门大学广告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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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为丰富的媒体业务实操经验、较高的广告运营管理水平以及独到的全案策划执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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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跨体制的多媒体合作。
2006年初，百度公司发起“泛媒体联盟”计划，开启了新旧媒体的融合之道，目前国内已经有数十家
传统媒体与百度签订“泛媒体联盟”合作协议。
同期，南方报业集团投资上亿收购奥一网，成为报业新一轮融合新媒体的示范。
该项目是国内39个报业集团中最大的新媒体布局项目。
同年2月21日，《中国广播影视报》报道，大连日报社主办的《北方体育报》联合大连数字电视教育频
道、大连沿海传媒有限公司创办《北方体育报》电视版，这是传统媒体试水多媒体。
4月，《重庆商报》与腾讯公司联合开通大渝网，借助腾讯的实时通讯系统实现对目标用户的精确传
播，顺利实现当年盈利。
（3）跨行业的产业链整合。
在第三届中国报业竞争力年会上，“数字报业实验室计划”正式启动，包括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等在内
的15家媒体，以及北大方正、诺基亚（中国）、中国网通等3家软件开发商、电子显示终端设备制造商
、电信运营商，成为首批试点单位。
“数字报业实验室计划”由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出版管理司发起并组织实施，旨在探索适应数字报
业发展需要的数字化、网络化的内容显示介质技术、信息传播技术和运营模式，促使传统纸介质出版
向数字网络出版转型，推动报纸出版业变革。
“数字报业实验室计划”涉及从上游到下游的整个产业链，广电系统的数字化电视频道整体转换规划
同样也试图整合平台建设、内容制作、节目集成、系统运营、终端制造等环节，形成数字电视产业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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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记得有位修行大师曾说过，每个生命都是有其预定轨迹的，若能破解生命密码，就能改变命运，但世
间能破解密码者不过寥寥！
初听此言多少让人觉得神秘玄幻，但随着岁月磨砺，经世加深，顿感其言不无道理。
另一格言似乎可以成为其恰当诠释：性格决定命运。
人之初性本善，之所以出现各色人等，皆因为人的性格形成于不同环境，每个人的出生不同决定了人
生轨迹起点差异，而后续生存环境也由此起点延伸扩展，这是天道。
一个人无法改变新环境，就得适应新环境，性格也在这种适应中揉捏升华，人生才会达到更高境界，
这也是天道。
无常乃天道，适者得生存，这是自然界的规律。
当数字化和网络化已然成为世界的未来形态时，一个崭新的生存环境已经开始浸透弥漫着我们的衣食
住行。
而作为信息领域最敏感的媒介，电视其实已经走到了一个生死选择的关口！
思路决定出路。
如何应对网络化？
迷惑、彷徨、仓促、蛮干，面对汹涌而来的网络化浪潮，电视人似乎显得有些忙乱。
面对变化改变自己，电视媒体的最佳生存态度就是变革传统发展范式，尽快适应新的技术和生态环境
。
我们既要分析外因的影响，如竞争格局的变化、市场需求的升级、产业链条的调整等；也要研究内因
的催化，如技术的革新、路径的取舍、生产流程的再造、制度的变迁等。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本书聚焦这一当前具有现实迫切性和指导前瞻性的课题，力求通过技术逻辑、国
内外发展参照、现实问题诊断、路径设计、产业化和制度变迁等层面的探讨，总结和归纳出中国电视
媒体在未来网络化生存中的一套比较系统的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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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视的活路:数字化背景下电视媒体的网络化生存研究》：厦门大学广告与传播艺术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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