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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报告(2009)》内容简介：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指标体系（China Media Development
Index，CMDI），强调把对全国和各地区的传媒综合实力的整体监测与评估，放到一个大的宏观经济
环境背景中去，着眼从媒介的生产结构和规模、传媒的盈利模式、受众的媒介使用习惯、传媒经营本
身的发达和利用程度，以及媒介消费特征与宏观经济的关系等五个方面，去搜寻、整合和挖掘我国现
有的各种权威、经典的经济统计和传媒专业指标及数据，并辅以科学方法进行归纳、研究与处理，从
而构建出一个综合、动态、结构性的中国传媒发展指数（CMDI）指标体系。
通过这一指数指标体系，一方面我们可以对中国及31个不同省市区域的传媒产业进行跨区域、跨年度
和跨媒介的横向纵向比较，从而对全国各个地区的传媒发展状态和综合实力有了一个整体、动态地科
学评估、判断与排序；另一方面，通过上述指数指标的比较和参照，我们可以全面、深入地发现各个
地区的传媒发展优势、不足以及其导致的具体原因，并从统计指标意义上给予详分细缕的解读和剖析
。据此，本报告虽是出自对中国传媒发展指数的编制成果的学术理论研究，却从而具备了对传媒产业
战略指导和实际传媒经济运作参考的双重现实意义。
本报告分为四个部分：报告概述、主体报告、专题报告和媒介年度观察。
在概述中，详尽阐述了科学构建中国传媒发展指数CMDl指标体系的意义、理论背景和定位、分析框
架和技术路线，以及具体体系的建立和指标选取。
主体报告又分为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总报告、全国报告与分省市报告。总报告着重报道中国传媒发展指
数CMDI（2009）的最新主要研究结果，并对这一指数结果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包括公布2007年度中
国31个省市区的总指数得分、排名及聚类变化；研究CMDI（2009）总指数、分指数与上年度的动态
变化；比较CMDI（2009）全国7个区域的指数平均值与排名；并最后选取若干代表省市区进行传媒实
力比较和原因分析_CMDI（2009）总报告选取的三组省市区比较样本是“湖南、湖北和四川”、“河
南和福建”及“北京和上海”。
中国传媒发展指数全国报告和31个分省市报告，对全国及31个省市区分别进行指数概述和2004～2007
历年度的基础指标原始数据的实证分析。
由于无法对我国传媒产业中政策／法律方面、不可获得性的数据进行量化处理，我们特将此类对传媒
产业影响属于定性、主观判断因素较多的指标，专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处理，形成了《中国传媒发展指
数》课题组的首个年度传媒“景气调查报告”，并在《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报告(2009)》专题中收录。
专题部分还有“相对常数”理论在中国的检验和“中国传媒产业市场集中度”分析。
最后是媒介年度观察（包括“年度规制”和“年度声音”），基于对传媒业的影响，报告重在记载“
破常态之变化”之事实——面向报纸产业、期刊产业、电视产业、广播产业、图书出版产业、音像产
业、电影产业、互联网产业、手机产业和户外媒体，对2007～2008年所发生的标志性传媒事件，进行
盘点，并略加客观、公允的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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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学院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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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报告概述中国传媒发展指数（CMDI）的指标体系构建研究二、分析框架和技术路线（一）指
标选取方法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的结果是否客观和准确，首先依赖于各个评价指标的信息是否准确和
全面。因此，选取什么指标以及选取多少指标来刻画被评价事物，是多指标综合体系首先要考虑的问
题。根据指标属性，取值越大越好的指标称为正向指标，取值越小越好的指标称为逆向指标。评价指
标选取的方法有定性和定量两大类。定性方法是从指标体系去分析这些指标之间的关系，找出一部分
代表性强的指标；定量方法是从数据出发，用数理统计的方法选取一部分代表性指标。1．定性选取
本指标体系定性选取评价指标所遵循的原则，主要有：（1）全面性：所选指标首先来自传媒业界、
社会经济领域的权威性、代表性已有指标，直指指标评价体系，并尽量涵盖对不同媒介评价的各个方
面的内容；（2）可行性：数据可获得性，且品质可靠，有专业信赖度，首选政府统计部门数据；（3
）稳定性：指标数据有年度可持续性。定性选取指标的操作程序：（1）先确定以2008年中国传媒发展
指数（CMDI）指标体系为基准指标体系，进行新体系指标的增删取舍；（2）分析传媒行业运行逻辑
图（即上文中传播模式与传媒产业流程）；（3）先发散、后收敛思考，搜索列举所有相关重要指标
，确定备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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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报告(2009)》历经与伴随中国经济30年持续、快速的高增长，中国传媒业近30年
来发展迅猛、蓬勃。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加强，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传媒业面临着担纲起“改善中
国国际形象、提振中国影响力”的历史机遇与挑战。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指标体系，通过对全国及31个
不同省市区域的传媒产业进行跨区域、跨年度和跨媒介的横向纵向比较，全面、深入地分析各个地区
的传媒发展优势、不足及其产生的具体原因，并从统计指标意义上给予详分细缕的解读和剖析。《中
国传媒发展指数报告(2009)》虽是学术理论研究，但却具备了对传媒产业战略指导和实际传媒经济运
作参考的双重现实意义，对国内外学者了解我国传媒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情况、传媒业发展的深层制约
结构、传媒业预测的理性思路可以起到很好的启发作用。适合新闻传播学师生及从业人员使用，也是
关注中国传媒业发展的读者之有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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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第一直观感觉就是数据很详尽，份量很重，对于研究传媒行业的人来说是个很务实的资料数据库
，各城市的数据都收集了。
2、数据太老了，有点炒冷饭之嫌。2009年下半年的报告，没有2008年的数据有点说不过去啊
3、原来豆瓣上的书籍资源的覆盖面还真广呀~ 这次写论文用到的基本都有..让我都成为了这些书的第
一个评价者了，大家没有想到这些书也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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