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化时代的传媒产业>>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数字化时代的传媒产业>>

13位ISBN编号：9787810799829

10位ISBN编号：7810799827

出版时间：2008-4

出版时间：暨南大学出版社

作者：范以锦，董天策　主编

页数：414

字数：5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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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化时代的传媒产业>>

前言

　　融媒价值提升：从复制到内容再造（代序）　　传统媒体受到新兴媒体的激烈挑战，已是不争的
事实。
问题是如何应对挑战，在变革中求发展。
　　报纸期刊等传统媒体，过去几年一直都在尝试着利用新的传播技术，通过与新兴媒体的整合和互
动来提升自身的价值。
另一方面，新兴媒体如果没有上游传统媒体丰富的新闻内容资源的支持，也难以实现飞跃式的发展。
　　因此，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互动整合共荣共存，是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传媒业内部竞
争的基本格局；传媒业将会出现全方位、多角度的变革，实现新的突破。
　　面对混媒时代出现的新情况，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知名的传媒单位举办论坛，对新情况
、新问题进行探讨。
结集出版的《数字化时代的传媒产业》一书，汇集了论坛中方方面面所阐述的观点，展示了学界和业
界精英共同探索的成果。
书中对数字化时代新闻传播业发展的趋势、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互动创新、传媒业的体制和运行模式
以及广东传媒业的发展现状等，都有所涉及，对学界、业界及文化产业管理部门都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
　　传媒产业要发展，正如《数字化时代的传媒产业》一书中的专家学者所言，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
进的精神状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创新中求变求发展。
最近，我到温州日报报业集团调研。
到达的当天，他们的手机报用户突破了32万，其中22万户在试用，10万户已正式交钱订阅。
为何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一个重要原因是内容的再造，形成有别于报纸的个性。
报纸早上出，他们有一个上午版的手机报，下午又根据新发生的新闻出下午版。
更为重要的是，还有随时上去的突发新闻版，我把它称为即时版。
这就及时满足了读者对信息的需求。
　　由此，我想到传统媒体融洽到新媒体之后，价值的提升：摆脱简单的复制，实现内容的再造。
　　就报纸而言，起初利用新媒体、新技术主要是为自身报刊提升价值赢得竞争报纸最初对网络等新
媒体的态度是参与，因为担心被替代就搞起了网站，从报业集团内开了一个与网络对接的端口。
这时的报业集团或报刊社的网站，是报纸下面的附设机构，采编人员并不认为它对报纸盈利有任何作
用。
随着一些门户网站的崛起，报业自办网络生存能力日益显得薄弱，报业集团就开始简单地利用起外部
的强势新兴媒体增强影响力。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化时代的传媒产业>>

内容概要

面对混媒时代出现的新情况，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知名的传媒单位举办论坛，对新情况、新
问题进行探讨。
结集出版的《数字化时代的传媒产业》一书，汇集了论坛中方方面面所阐述的观点，展示了学界和业
界精英共同探索的成果。
书中对数字化时代新闻传播业发展的趋势、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互动创新、传媒业的体制和运行模式
以及广东传媒业的发展现状等，都有所涉及，对学界、业界及文化产业管理部门都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
　　随着新媒体项目在报业的兴起，报业集团也就逐渐发展成为传媒集团，可以为报刊等传统媒体与
新兴媒体互动整合提供更好的平台。
但是，从利用到运用、从参与到掌握，都需要一个过程。
从报业集团到传媒集团，关键是要能够实现自己的多元化媒体发展，使跨媒体互动整合成为集团内部
变革创新的主题。
作为报业要真正赢得媒体竞争优势，报业就要把核心业务从版面的制作、报纸的出版，提升到适时、
互动、个性化的新闻和相关信息内容的创造上来。
报业如果把核心业务放到新闻内容和新闻相关信息的创造上，那么网络和移动传播就不是报纸的替代
品，而是新闻传播价值链的下游。
针对同一新闻事件做出不同形式、不同侧重点的内容，就是内容创造。
抢在报纸前面，对突发事件不断的追踪报道，也是内容再造。
如果给网络移动提供的内容，都是在报纸上已经采用的新闻信息，这些内容是否完全适合网络和手机
上传播，只有观众、网民和手机用户才知道。
我个人认为，没有专业创造的内容，是没有竞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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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媒体时代报业的发展机会与策略　　近两年来，关于报纸，业界和学界谈论最多的话题，无疑
是新媒体带来的强劲挑战。
诚然，同以网络媒体和移动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相比，传统报纸在传播手段、传播方式等方面存在弱
点和不足，报纸向公众所提供的新闻，无论时效性、丰富性，还是互动性、便捷性，与新兴媒体相比
都有较明显的差距。
但这是否说明传统报业就从此无所作为、走向衰落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的研究表明，在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基本特征的新媒体时代，相对于新兴媒体，报纸依然存在着
相对竞争优势、报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
对于报纸的劣势、报业面临的挑战，同行讲了很多，我就不必赘述，这里我主要谈谈报纸所具有的相
对竞争优势、报业所面临的发展机遇，以及报业传媒集团所应采取的竞争策略。
　　一、新媒体时代报纸的相对竞争优势　　在目前这场报业与其他新兴媒体行业的竞争中，报业能
否最终生存并持续发展，取决于报纸同新兴媒体相比究竟有没有相对竞争优势，以及报业如何发挥并
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相对竞争优势。
那么，报纸的优势究竟在哪里？
　　一种产品在与其他替代品竞争的时候是否能够在市场上生存下来，取决于它是否能够给消费者提
供比替代品更多的利益或功能——菲利普·科特勒称之为“顾客让渡价值”。
如果这种产品提供的服务或功能比别的产品更优越，或者提供相同服务或功能的时候比别的产品更方
便、更廉价，就存在更高的“顾客让渡价值”，就不可能完全被其他产品所替代；而当“顾客让渡价
值”消失的时候，也就是该产品生命周期走到尽头的时候。
同理，考察报纸在面临新兴媒体竞争时是否能够生存下来，主要需研究报纸与新兴媒体相比，能不能
向公众提供更高的（或新兴媒体所无法替代的）“顾客让渡价值”。
以网络媒体为例，通过仔细研究报纸与网络媒体各自的特点，我们看到，报纸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
在新媒体无法替代的相对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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