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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传媒经济学构建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之上，致力于研究经济和金融力量如何
影响传媒体系和传媒组织。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在世界各地广泛开展
并迅速发展，其研究领域和相关议题超出了许多对该学科不熟悉的人所能想象的深度和
广度。
从技术意义上讲，并不存在特定的传媒经济学这一概念，因为这将意味着传媒领域的经
济规律和理论有别于其他领域。然而，从实践来看，将经济规律和理论具体应用于传媒
产业和公司却意义深远。因为传媒经济学的研究有助于解析经济影响力如何指导或限制
传媒活动，以及它如何对传媒市场的具体动态产生宏观影响。
传媒产品和服务有着独一无二的特征和属性，这与人们对其它产品和服务的理解迥然不
同。一个基本的区别就是：传媒产品和服务具有双重性，它同时服务于受众和广告商。
由于受众市场和广告市场对传媒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同，因此经常会产生不均衡的经济
影响力。传媒产品和服务有别于其他产品的另一个特征是传媒产品可以被多次重复利用
，能够产生比初次使用更高和更持久的价值。基于知识产权的保护，电影、录音录像节
目以及信息等能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其经济价值。还有必要认识到的是，对于传媒企业
和组织来说，传媒产品的生产过程是艺术性的创造过程，这与一般性的工业化生产有着
极大的区别。
经济力量影响所有的媒体，而这种影响力也应因市场和社会体制而异。传媒经济学分析
不仅适用于理解自由和开放的市场，它也为许多不同市场条件下的传媒活动提供观点和
分析方法，包括在一些较为封闭或是具有很强管制及国家干预的市场，传媒经济学研究
都能为其提供很多有益的思路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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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政策与规制
中国广播电视的公共服务建设 黄勇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概念与内涵
  在中国，作为现代传播媒介的广播电视，不仅是执政党、国家和人民的喉舌，具有明
显的意识形态属性，同时也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具有显著的公益
属性，提供公共服务是其基本功能之一。随着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
逐步推进，公共服务已经成为政府的基本职责和主要任务。胡锦涛总书记在刚刚召开的
中共十七大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健全政府
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并对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提出了要求。为加快建设覆盖全
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今年8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发出《关于加强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任务，要求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增强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供给能力，并把继续
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列为重大公共文化工程。这些都体现了党
和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和公共服务建设的高度重视，表明了公共服务和公共文化服务从
理念、政策和实践三个层面得到了确认并付诸实施。
  在公共文化服务范畴，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既是重要内容，也是重要分支。它以满足人
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传承民族文化和提高国民思想文化
素质为目标，以无线、有线、卫星等传输覆盖网络为基础，以频率频道为载体，以新闻
报道、信息服务、知识普及、科技教育、文化艺术、体育赛事、娱乐生活等为内容，具
有内容服务和公共平台服务的双重功能。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进程中，广播电视
处于先导性和基础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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