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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变迁与传媒体制重构: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传媒制度研究》对亚洲部分国家传播制度与传媒政策
变迁的关注，始自2001年。
当时，在完成博士论文《中国新闻政策体系研究》的过程中，我曾对中外的新闻调控与政策进行比较
，特别是在分析日本和韩国的传媒发展和政府规制方面有关资料时，重点研究了它们的新闻传播制度
与政策。
自2002年起我在学校开设的公选课“中外传媒管理与政策比较”受到学生的欢迎，也使我在讲授这门
课的同时持续地关注了亚洲主要国家不断发展分化的传媒政策走向。
2004年至2005年我在韩国首尔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亦重点研究了这个领域的课题，特别是传媒制度领
域的新趋势。
新世纪初，韩国与日本的文化产业发展已经在政府政策的鼓励和引导下，在亚洲乃至全世界具有重要
地位和较大影响。
文化产业政策的发展进一步拉动传媒的体制创新和产业提升，进而推动和促进了国家的“软实力”和
对外传播实力，带来这些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影响和价值观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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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企业所得税照顾。
对试点报业、出版、发行、广播、电视、电影等文化集团，符合规定的可给予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的
优惠政策。
在人员分流安置方面，对转制时距国家法定退休年龄5年以内的人员，在与本人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可以提前离岗，离岗期间的工资福利等基本待遇不变，单位和个人继续按规定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
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时，按企业办法办理退休手续。
在无形资产处置方面，允许投资人以商标、品牌、技术、科研成果等无形资产评估作价，出资组建文
化企业，作价入股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不超过40％。
目前，政府更多地以优惠的财税政策扶持文化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像韩国政府那样加大财政投资。
韩国政府已经将文化部门可获得的可支配预算提高到全部财政预算的5％的份额，仅次于国防和教育
开支，强力支援文化产业的开发。
　　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以文化体制改革为“排头兵”，而传统的大众传媒领域成为先行者。
2004年2月，北京青年报社控股了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并将其进行股份制改造。
2004年12月，北京青年报社下属的北青传媒公司在香港挂牌上市，成为中国传媒海外上市的第一家。
传媒体制改革进入快车道，并以传媒业带动、整合传统的文化领域，体制转换及产业化发展一步到位
。
　　部门壁垒、行业壁垒、地区壁垒和所有制壁垒等四大壁垒，掣肘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内
部整合是当务之急。
组建文化产业集团就是要逐步打破所有制壁垒，实行股份制经营，有利于筹集社会资金和外来资金。
比如资产新闻实业有限公司就是由国内13家大型国有企业投资人股组建的股份制企业，该企业采用股
份制形式，进行集团经营，以雄厚的资源为后盾，开发文化产业项目。
新的文化产业集团必须与各种传媒紧密联合，加强创意和策划，发掘新的题材，把握时机，努力创建
独立的文化产业品牌。
现代高新科技革命对人类当代文化的发展正在产生着以往所无可比拟的巨大影响。
当代科技的发展引起当代社会主导传媒形式的变化，而主导传媒形式的变化则引起了原有艺术生态格
局的全面变化。
　　有人说，2003年是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年，传媒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也全面提速。
中共十六大提出的“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在这一年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并成为文化领域令人高
度注目的焦点事件。
经过市场历练的报业集团正在成为这轮改革的领军方阵，媒介产业已经成为文化产业中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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