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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媒体产业》

内容概要

《日本新媒体产业》由龙锦主编，是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上海市教委
“085工程”项目成果。其内容：从计算机通信网络到互联网、互联网应用的推广与普及、宽带互联网
的发展、日本互联网产业的现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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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日本新媒介产业概观
第一节 从信息产业论到新媒介元年
一、信息产业论与信息化建设
二、新媒介概念在日本的传播及应用
第二节 日本信息社会建设与新媒介发展
一、高度信息化社会建设阶段——新媒介的兴盛（1984～1994）
二、高度信息通信社会建设阶段——多媒介时代的到来（1994～2000）
三、高度信息通信网络社会建设阶段——互联网的普及与应用（2001～2005）
四、遍在网络社会建设阶段——遍在网络与数字技术（2006～2009）
五、国民主权社会建设阶段——新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2010～2020）
第三节 日本新媒介产业的概貌
一、日本媒介产业的分类
二、日本信息通信产业的经济规模
三、日本的内容市场
第二章 日本互联网产业
第一节 日本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历程
一、从计算机通信网络到互联网
二、互联网应用的推广与普及
三、宽带互联网的发展
四、日本互联网产业的现状
第二节 日本互联网的主要应用服务
一、互联网商务
二、信息与数据库
三、社会性网络
四、互联网广告
五、在线音乐
第三节 日本互联网产业的管理
一、信息通信业竞争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二、互联网学校教育的推进
三、对互联网有害信息的治理
第三章 日本数字电视产业
第一节 从高清晰度电视到数字电视
一、日本电视的概况
二、高清晰度电视的研发
三、数字（高清晰度）电视的发展
第二节 日本地面数字电视的转移历程
一、地面数字电视转移的过程
二、地面数字电视转移的政府推动
三、地面数字电视转移的民间协力
第三节 广播电视与通信的融合
一、广播电视与通信融合的主要进程
二、融合的法律体系
三、融合实践
第四章 日本数字出版产业
第一节 日本数字出版的发展概况
一、日本数字出版的概念
二、日本数字出版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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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数字出版的发展现状
⋯⋯
第五章 日本移动新媒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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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支援促进电子辞典的国际标准化的JEITA（日本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协会）活动的“标准化小组委
员会”；举办探讨跨媒介前提下数字出版未来发展工作坊的“跨媒介委员会”；探讨电子图书馆成为
出版界业务的机制与推进措施的“电子图书馆委员会”，这一课题与正在推进电子图书馆的国会图书
馆共同研究，等等。　　日本数字出版协会为推动日本数字出版的发展作出了大量的努力。如1987
～1989年，它召开了多次研讨会，最终确定了日语的CD-ROM的数据标准；协助日本经济新闻社举办
了多次数字出版展；2011年提出了“EPUB日语扩张方案”，等等。　　在充分利用各种专门委员会组
织数字出版相关研究，向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建议的同时，协会还采取向国外派遣调查团，开办讲座、
报告会等形式，了解、介绍国际上数字出版领域的最新情况。如在成立不久的1986年9月就向欧洲派出
了数字出版观察团；1994年连续举行6次“多媒介数字出版的著作权讲座”；在互联网兴起后，1996
～1998年，召开了7次“互联网初级学习会”、20多次互联网应用研讨会；1998年6月设立数字出版学
校委员会，9月开始以“内容运营”为主题的系列讲座，到2001年共举办了7期48场讲座；网络出版的
沙龙研讨会则从1999年一直延续到2003年，共举行了24场；而关于著作权的研讨则是每年少则3～4场
，多则近10场。　　（二）日本电子图书出版社协会　　日本电子图书出版社协会（日本鼋子耆籍出
版社协会，EBPAJ）注册于2010年2月，其前身是“电子文库出版社会议”，拥有电子书店“电子文
库PABURI”，因此，协会成立后，“电子文库PABURI”由日本电子图书出版社协会继续运营。现有
会员单位43个出版社。　　日本电子图书出版社协会成立于新一轮电子图书发展的潮起之际，代表着
日本出版界向出版的数字领域迈出了新的一步。协会秉持“保护著作者的利益及权利”、“提高读者
的便利性”、“纸质出版与数字出版的联动与共存”三个理念，致力于日本出版业的数字化以及电子
图书市场的扩大化。其主要的活动包括：数字出版事业的制作、流通、服务等的调查研究；数字出版
事业的信息收集与提供；数字出版事业法律环境的完善及建议；数字出版事业各相关机构的交流与协
作，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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