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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是经济建设，并提出了改革开
放的方针。
在这一正确方针的指引下，传媒产业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精
神是中国传媒经济研究与实践的标志性依托。
中国传媒经济历经30年风风雨雨，道路曲折，成绩显著。
媒介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媒介现代化和产业化催生着传媒业的高歌猛进
。
2007年，中国广告经营总额达到1741亿，比2006年增长168亿元，增长率为10．68％，占当年cDP的0
．706％。
2007年四大传统媒介广告营业额分别是：报纸广告营业额为322．2亿元，电视广告营业额为442．95亿
元，广播广告营业额为62．82亿元，杂志广告营业额为26．46亿元，合计为854．43亿元，占全国广告
经营总额的近l／2。
网络广告收入迅速增长，2007年互联网广告营业额增长34．37％，经营广告的网站户数增加206％，网
站工作人员人数增加175％。
现在许多媒介己成为所在城市的支柱产业、纳税大户。
经过30年的发展，传媒产业形成鲜明的经营优势。
广播电视“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形成“四级办节目，四级混合覆盖”的格局；形成以节目为中心
、以受众为本位，频率（频道）专业化、栏目个性化、节目精品化的运营模式；形成制播分营、制片
入制、数字化、分众化等运营特征。
以广播电视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数字电视、手机电视、IPTV、移动电视等也取得不俗的业绩。
报业在发展中呈现出产业化、国际化、市场化、集约化的特点，在资本运营、资源整合、跨地域办报
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良好的效果。
报业正朝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化道路迅跑，报纸的渠道开发和广告经营采用了整合营销
手段，报纸是商品的观念不再被误解，并正在形成“产事分开”、“产政分开”、“管办分开”的运
营机制。
新媒介虽然是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但是已形成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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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登的传媒人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涌现出的传媒精英人物的部分代表，他们的创新代表着中国
传媒经济的发展方向，他们创造的理论和经验对于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
义。
本书是我国传媒人的必读书，是传媒界重要的资源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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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怀亮简介：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文化贸易研究所所
长、研究员。
李怀亮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学士、复旦大学文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
曾任《河北学刊》杂志社副主编。
近年来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求是》、《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文艺报》、
《中国文化报》、《当代电影》等国内重要报刊发表有关国际文化贸易及文化产业方面的学术论文
．50篇。
著作有《当代国际文化贸易与文化竞争》、《文化贸易概论》和《西方媒介产业概观》。
主编七卷本《当代国际文化贸易从书》和《文化巨无霸——当代美国文化产业研究》。
2005年文化部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贸易研究所设立“国家对外文化贸易理论研究基地”，李怀亮为基
地负责人。
基地的设立对国际文化贸易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006年，经论证申请，教育部批准中国传媒大学试办“国际文化贸易”本科专业。
2007年，中国传媒大学在传媒经济专业下设“国际文化贸易”研究方向，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李
怀亮担任导师。
李怀亮的研究引起了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和较大的社会反响。
2002年至2003年连续6次以整版或接近整版的篇幅在《文艺报》发表有关影视、文化和文化产业的长篇
论文，引起了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电影家协会等部门领导的
高度重视和多次表扬，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近年来，李怀亮曾就中国影视产业、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问题接受过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
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国教育报》、《文艺报》、《现代教育报》、《中国文化报》、《新民周
刊》、《南方日报》、《云南日报》等多家新闻单位的长篇专题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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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就电影产业而言，它的供应链也与电视供应链相似，只是在流通渠道上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即同一部
影片可以根据时间的不同，在不同的渠道进行放映。
这称之为窗口化策略（windowing）。
美国电影制作商为了使电影拥有权的回报最大化，便采用窗口化策略，即将一部影片出售给不同的一
级、二级和三级市场，获取最大利润。
这种窗口化不仅需要通过尽可能多的销售渠道，而且需要以产生最大回报的模式或顺序才可能实现。
窗口化其实是一种价格歧视。
他们销售的可能顺序是电影院－依次付费电视频道－订户频道一免费基本频道－免费二级频道－录像
带－海外市场－网络播出等。
影响窗口化策略的因素有该窗口每个受众的边际利润、受众的规模、支付的多少与时间等。
除了销售电影播出权以外，成功的电影品牌创造者还通过辅助市场赢利，比如再相关和辅助产品中开
发版权，这在儿童节目领域非常明显。
由此可见，目前，对媒介产业而言，流通的地位仍然是极为重要的。
美国是第一个意识到在创造利润和控制市场方面流通和发行的重要性的国家。
早期好莱坞电影的支配地位不是建立在它的制作能力上的，而是重视发行和放映的结果。
好莱坞的黄金时代，20世纪30年代，电影产业是成熟的寡头垄断。
主要片商垂直控制了生产、发行和放映各个环节。
1949年，ParamountDecree要求片商剥离影院。
“二战”后，片商规模缩小。
1945年前，片商采取的是福特主义的大工业生产方式，通过自己发行网控制市场降低产品风险。
60年代早期，6大公司纷纷集团化，大集团背景有更强实力承担资金风险。
发行商与放映商是相互依靠的关系，前者依靠后者提供场所，以便观众可以看到；后者依靠前者提供
源源不断的好片以维持影院。
独立制作商和国外制作商由于没有发行网络，因此无利可图，只好依靠6大公司。
发行商利用两种贸易方式降低风险，（1）团块预定，即放映商必须订一组影片，包括许多通常可能
不安排放映的影片，为的是保护那些有市场潜力的电影；（2）盲投标，即要求放映商在看到影片之
前就对即将上演的影片进行投标。
这两种方式虽然已经在20多个州被认为不合法，但是仍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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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传媒经济英才》这本书是“中国传媒经济30年文库”丛书中的一本，也是不可或缺的一本。
每个行业都有它自己的先锋人物，这些人物可能是传媒学科理论的开创者，可能是传媒机构的领导者
，也可能是引领一个传媒组织走向发展巅峰的卓越人才⋯⋯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
着模范带头作用，并做出了卓越贡献。
因此，十分有必要把这些人物的业绩、思想、理念等记录下来，与读者分享。
我们在组织编撰这本书的时候，深深感到内容的丰富，但是由于篇幅有限，不能将传媒经济界的济济
人才一一收录在书中，只能收录部分人物，这足见：30年来我国的传媒经济理论界、业界已涌现了很
多的人才。
本书中收录的人物，不乏传媒经济大家和业界领军人物，但是他们并不是全才，只是在某个领域或某
个方面可圈可点。
在本书的编撰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传媒界许多大家和领导人物的支持，他们慷慨无私地把几十年创造
的经验奉献给了读者；同时还得到了曹宇等人以及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的大力支持。
借本书出版的机会向诸位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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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传媒经济英才》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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