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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著名经济学家、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领衔完成的研究成果，报告系统总结了南京市
推进自主创新的历程，深入探究了南京市自主创新的模式、路径，特别是在政府的推动下，知识创新
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的有效结合这一南京模式的核心问题。
全书共分10章，具体内容包括总论、南京市自主创新的总体情况、南京市自主创新的资源优势、在市
场机制基础上推动自主创新、高校在南京市自主创新中的模式与路径等。
该书可供从事相关专业的在职人员作为参考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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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电视产品内容创新是指新节目的策划和开发，或对原有节目的内容和形态进行重新调整和包装，
增加节目类型，优化节目组合，调整产品（节目）线。
节目创新必须在有效控制成本的基础上，突出节目的差异性，与同类竞争节目表现出明确的区别，从
而满足受众个性化需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视观众节目需求的多元化、个性化以及电视市场竞争格局的变迁，对电视媒体
满足观众需求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为更好地实现电视产品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电视媒体以满足受众需求为主旨，内容趋于多样化、
分众化，使用价值向受众细分发展，南京电视节目的节目类型和节目内容也在此10年中不断地衍生和
发展，2004年，电视节目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民生新闻、综艺节目以及法制专题新闻节目三方面。
　　在报业的内容创新方面，《扬子晚报》走在了前头。
20世纪90年代初，《扬子晚报》提出把机关报的优势“嫁接”到晚报上，突出报道党和政府的重大决
策，加大国内外大事的报道量。
这一理论创新和成功实践使《扬子晚报》成为当时新时期新型晚报的代表。
此后，时政新闻、经济新闻、国际新闻、社会新闻、文化新闻、体育新闻等成为晚报的“六大支柱”
。
2003年12月9日，《扬子晚报》又一次改版，重点打造面向南京发行的C叠，整合加张，推出健康、国
际、体育、房地产、电视等五个周刊，强化评论的优势。
　　（3）运作创新。
①频道专业化。
针对电视频道专业化这一趋势，南京电视台实行了“频道定位，节目分类，合理编排，亮点包装，分
频播出”的办台方针。
②节目制作市场化。
据统计，南京电视台在合并后的一年内，就已发行或正在创作摄制的电视剧有《蓝色马蹄莲》、《月
色撩人》等15部300余集；特别是反映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8集纪录片《血脉》，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
道播出后，反响热烈，获长篇纪录片最佳作品奖。
③栏目内容个性化。
新台成立一年来，新南京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在巩固提高《社会大广角》、《南京新闻》等栏目收视
率的情况下，强力推出了傍晚新闻电视杂志型节目《直播60分》与晚间新闻《今天》。
文体频道推出了益智类栏目《智者为王》、大型综艺栏目《震撼星登场》。
特别是科教频道2006年4月推出的天天60分的《法制现场》栏目，成了观众认可的名牌栏目，收视率翻
番。
　　对于报业来说，运作上的创新主要是其渠道的创新。
南京报业发行已逐步形成“多渠道发行”的模式：一是通过合同形式建立自己的加盟发行站，综合利
用社会资源优势来办发行。
南京有报刊亭540个、零售摊点1500多个，加上流动的售报点和部分奶站、米站参与售报，共近4000个
报纸零售终端，成为南京庞大的社会化发行网络的一部分。
二是依托邮局、专业快递公司。
三是建立自有的发行队伍。
2000年，《金陵晚报》依托报兴达建立了自有发行网，经过整合，建起了9个发行站，发行人员300多
人，并且通过超市销售，免费获得市场反馈；新华报业集团整合社会发行资源成立的九九发行股份有
限公司，2003年年底挂牌；《现代快报》将报社发行部改制为公司化经营，以站点建设为重点，打造
自己的全省发行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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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于科教资源优势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南京模式》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南京独特的自主创新模式。
对此我们用“12345”来概括，也就是一大平台、两个机制、三路大军、四大载体和五大领域。
一大平台即基于科教资源优势的、促进科教成果转化和资源整合的政产学研结合的平台；两个机制，
就是“市场机制+政府强力推进机制”；三路大军，即地方政府、高校和科研机构、企业（含军工企
业）三路创新大军；四大栽体，就是从技术链路径上形成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各类高新技术企业孵
化器、各类科学园科学城，以及各类国家级开发区”四大创新载体；五大领域，指技术创新和技术转
移在“电、汽、化、新、服”五大高科技产业重点突破，也就是电子信息产业、汽车工业、石化工业
、新型的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成为创新型城市的产业支柱。
我们认为，南京市依托全国科教中心优势，在“两个机制”的共同作用下，通过“三路大军”的协同
努力，借助“四大载体”，把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知识创新资源，。
通过有效的技术转移机制，集中地配置到“五大领域”为主的城市支柱产业上，探索和走出了一条创
新驱动的城市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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