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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组织学》

内容概要

媒介产业化是一个日益现实化的问题。本书通过对于媒介组织的全方位分析，从管理学、组织学、社
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新闻学、传播学的角度提供了认识媒介组织的定义、属性、特征、类别的系
统性结构，并从媒介组织体制模型、设计原则、沟通和决策过程出发，分析了媒介组织的一般运作过
程，提供给读者一幅清晰明朗的图画。最后，从文化学入手，引导读者认识组织文化，进而媒介组织
文化，了解纠媒介组织文化杠不问的社会历史背景中的特色，对于认识媒介产业化发展提供补充性视
角。更重要的足，读者还可以在每一章节后，获得丰富的关于媒介组织的相关案例分析，从而可以和
媒介组织的实际运作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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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红艳，中国农业大学媒体传播系副教授。曾在报社任职，后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
。生要研究方向为：乡村传播、传播学理论和媒介经营管理等。近期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MediaChange in China—China’s Media in the Process 0f Globalization(英文专著)，Dr．Kovac：Verlag
，2005年9月版；《中国乡村乡村传播学》(董编之一和主要作者之一)，知识产杈出版社，2005年9月版
；并发表有关传播学理论、乡村传播等方面的论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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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组织学导论一、什么是组织二、组织的基本要素三、组织的类型四、组织结构及功能 五
、组织理论的流派及演变 案例1—1：如何认识组织 案例1—2：如何从组织的定义来认识组织 第二章 
媒介组织一、媒介属性二、什么是媒介组织案例2—1：非正式组织间的影响三、媒介组织形式的演变
史案例2—2：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组织模式四、媒介组织结构模型案例2—3：辽宁电视台北方电视传
媒的组织结构 五、媒介组织的发展趋势案例2—4：如何认识媒介组织的运作 第三章 媒介组织体制和
设计原则 一、媒介组织的权力分配形式二、媒介组织体制的类型三、媒介组织的设计原则四、媒介组
织的设计理论及程序案例3—1：用组织学原理分析媒介组织体制下设计的得失案例3—2：人员增加了
，为何工作效率没有提高 案例3—3：四川期刊集团的组建原则 案例3—4：《新京报》的组织体制和设
计原则 第四章 媒介组织机构的设置和类别 一、媒介组织机构的设置二、媒介组织的分类三、媒介组
织的内部结构四、媒介组织的地位和作用 第五章 媒介组织过程一、有效的组织沟通二、有效的组织
决策案例5—1：海尔冰箱中国农村市场营销策划 案例5—2：请分析案例中的决策有哪些类型 三、媒介
组织的沟通与决策案例5—3：《北京日报》的编辑部管理：有效沟通的尝试案例5—4：某企业员工意
见沟通制 案例5—5：朗诺·拉戴尔的报告 第六章 媒介组织的变革一、组织变革理论二、媒介组织变
革案例6一1：组织变革案例分析：一个成功企业家的难题三、中国媒介组织变革的趋势案例6—2：奥
帝康公司组织结构变革案例6—3：《北京青年报》编辑部组织模式的变革第七章 文化对媒介组织的影
响 一、文化与组织文化概述案例7—1：构成组织文化的因素 案例7—2：组织文化的叙事结构 二、组
织文化理论三、组织文化的创造和发展 案例7—3：个体形象的含义四、媒介组织文化案例7—4：凤凰
卫视的组织文化：人本特色 案例7—5：如何认识媒介组织内的个体选择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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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尽管曾作为媒体人工作多年，然近年来很少读关于媒体的著述。因为感觉非媒体从业人员在
今天的环境下，写出的东西要么文不对题，要么雾里看花。于是总在想，如果这些作者真的在媒体工
作几年可能就不会有写书的愿望了，因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媒体人产生在动
荡和战乱的年代，在他们的成长和形成传统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留下发展过程中的烙印，这其中
包括他们的价值判断、社会责任以及在漫长的成长道路上的与时俯仰。另外，因为历史原因，数十年
来我们经历过的文化断裂的鸿沟与不断进行修补的努力之间的差距，造成了今天的媒体人独有的对事
物的判断和为服务于生存而产生的各种理念，这一切都不是“圈外人”所能够深刻地体验得到的。　
　近几日，朋友拿来了一本李红艳博士的新著“《启蒙与建设》——当代中国媒介从业人员职业化路
径探析”，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鉴于此笔者也准备信手翻阅一下，但随之这信手翻阅就变成了认真
阅读，进而沿着李红艳博士的视角把目光投向了更深的层面⋯⋯　　社会媒体这个“圈子”从诞生之
日起，就天生具有了一种使命：通过他们的眼睛，客观地告诉公众真正的事实。从理论上讲，由于报
道者生活在社会的各个群体中，于是在对事物进行观察时会不自觉地过滤掉部分事实，这是可以理解
的。但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件，与报道出来的东西有时会有比较大的不同，因为地方媒体与
中央媒体在生态上的不同以及地方媒体管理机构掌控新闻刊登底线的差异，造成了对事件描述的不一
致。形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李红艳博士在书中从文化建设的角度谈到了三个不同层面之间的关系即：
体制表达、媒体表达和公众表达之间的关系。　　体制表达与媒体表达之间的关系：体制表达是政府
行为。国家通过一系列法律、法令、政策以及重要报纸的社论评论等，通过媒体对社会做出符合自己
意愿的规范。在这个视角里，媒体本身同样也在规范之列。实事求是地说，媒体也确实具有宣传的功
能，但宣传不是新闻，也不能取代新闻，新闻与宣传之间有着比较清晰的分野。　　观察整个媒体生
态，笔者有时常常感觉它就像一个孩子。在管理部门看来，媒体就应该听话，我允许你出生，你就天
然地要做“喉舌”；而在成长中的媒体看来，在他每一个成长阶段，看到的世界都是新的，有不断流
动着的大量信息可供他思考，每过一个阶段，他就会成长一点，而每成长一点，他就会对以往形成自
己新的反思。这种主动的反思是很自然的，是成长过程中的必然反映。而在管理部门眼中，主动反思
不论是非都是令人不愉快的信号，于是在这里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你可以出生，但不许长大。无可否
认的是，宣传管理部门确实有自己的苦衷，但许多不应该产生的问题，就在这里产生了。今天我们看
到的很多涉及媒体的事件大都出于这个原因。　　媒体表达和公众表达之间的关系：站在今天的角度
回顾以往，文革中的舆论一律毕竟回归了历史。近十年来，随着媒体产品多元化和民营资本对媒体市
场的介入，媒体人的多向选择成为了可能，尽管体制内媒体人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他们需要表达上
级的意思，但因为责任感、经济、切身利害等各种因素的纠结，使媒体有了不很一致的声音，虽然弱
小但仍然是一种表达。　　公众表达作为一种社会舆论，一直是存在的，在过去因为技术条所限，其
表现为分散和凌乱的。现在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生活多元化与思想多元化已经是一个事实，人们
可以在互联网上通过博客、播客、微博、微信等等方式，使自己的意见能够在瞬间让许许多多的人看
到并转发和议论。客观上看，在这种文化现象后面，多多少少有着对媒体公正性的期许落空之后的失
望，也有着对社会发出自己声音的愿望。　　李红艳博士在书中说，文化建设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下，
如何希冀体制表达与公众表达实现吻合，不仅是体制话语的建设问题，更是媒介表达如何反思自身的
问题。公众表达相对体制表达和媒介表达而言，较为自主、独立和成熟。一种文化价值观的建设，究
竟如何在三者之间实现，的确是一个需要多方考量的问题⋯⋯我们不希冀媒介表达承担起启蒙社会的
责任，这一点公众表达在新媒体中已经自我完成，只是希望媒介表达与体制表达、公众表达相结合，
承担起建设社会的责任，这不只是职业诉求，也是职业使命。　　读完李红艳博士的新著，掩卷静思
，确实觉得此书值得一读。作者用第三只眼睛，从社会学角度观察和解析了在当前文化建设之中不可
或缺的、十分庞杂的、有着各个时代烙印的社会系统，其阅读量之大，思考之深的确令人佩服。但在
浮躁的当今社会上，能否有人静下心来读一读这本书，也用第三只眼睛观察一下周围，我真的没有信
心。但我相信历史的进步，也相信冬去之后一定是春来，所以就给这篇不成样的文字取名为：冬天的
果实。（文：天池醉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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