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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反映媒介品牌研究在圈内外的最新成果与信息，主要内容有媒介的文化与商业困境、媒介品牌消
费的受众心理、受众导向的媒介品牌传播观点、基于核心价值的媒介品牌建构、媒介品牌叙事、媒介
品牌价值的评估、媒介品牌核心竞争力的培育等。
内容翔实，观点新颖，具有科学性，前沿性与可读性。
　　适读对象：新闻传播专业的师生、研究者，媒介管理者，媒介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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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兵，江苏启东人。
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
现为浙江传媒学院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培养对象，浙江传媒学院中青
年学科带头人。
研究方向：媒介管理学、传播学。
已负责完成两项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参与完成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五项。
著有《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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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时间的信徒　　　一、媒介品牌忠诚是什么　　　二、品牌忠诚≠受众忠诚　　　三、品牌忠
诚拉动受众忠诚　　　四、忠诚与伪忠诚　　第四节　受众的媒介品牌转换行为　　　一、无法摆脱
的受众不忠诚行为　　　二、正在经历这场严冬　　　三、真实性不容亵渎　　第五节　媒介品牌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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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战场：塑造品牌核心价值第七章　创造核心竞争力：媒介品牌建构的战略思维主要参考资料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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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化与商业困境中的媒介　　媒介在消费我们，媒介在影响我们，媒介在改变我们，媒
介在嘲笑我们。
　　大众媒介影响着人的观念与思维方式。
大众媒介对社会的重要影响力来源于它与政权、商业、文化、价值、意识形态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大众媒介在今天如此受关注，主要原因就在于几乎每一个人都已经裹挟其中。
本章首先以传播批判理论论述大众媒介与受众在这个时代的蜕变，然后分析媒介机构已存在的文化与
商业困境，阐述建构媒介品牌是一个解决困境的重要手段与方式，并说明媒介品牌的真正内涵。
　　第一节　媒介的疾病　　媒介发展的速度如同疾病和瘟疫的流行。
媒介以悄然的力量俘虏了大众，剥夺了我们大量的时光。
它制造瞬息万变的震撼刺激人的眼球，几乎控制了人的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
媒介以侵犯人日常生活的方式让人束手就擒。
　　一、批判视野里的媒介　　“大众文化是通过大批量生产的工业技术制造出来的，为了牟利而向
群体的公共消费者销售的通俗文化。
”通俗文化也多借助于媒介进行传播，这导致了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越来越融为一体。
所以有人认为：在今天的现代社会中，这两个词几乎同义。
在对大众文化的讨伐声里，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不但体系严密，而且声音尖锐。
以马尔库塞、阿多诺、弗罗姆等人为代表人物的这一理论，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现代社会。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社会可以借助广播、媒介、电影、报刊、广
告等加强对人心理的控制和操纵，使人最终丧失那种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内在的自由”。
而阿多诺（Theodor W.Adorno）将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置于首当其冲的位置。
在他眼里，“大众文化具有商品拜物教特性”，“大众文化生产的标准化、齐一化，导致扼杀个性”
，“大众文化是一种支配力量，具有强制性”，而且大众文化“剥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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