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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报告连续出版了5年。按往常做法，今年出版的报告应标为2006年卷，虽出版日期为2007年，但报告
的内容却是2006年中国媒体的发展状况。出版社负责本书编辑出版的有关同志提醒我们，如此标卷，
本是新出版物，一出版却会给人以往年出版物的感觉。甚是有理，那就跳过2006年卷，赫然标上2007
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是全国高教领域的优秀出版社，一直以来，总是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满腔热
忱地扶持着学术。本报告得以在武汉大学出版社持续出版，全仗他们的倾力扶助。感激一直埋藏在心
里。感谢出版社新老两届领导，以及为本报告出版倾注许多心力的两位责任编辑，发自内心的。本年
度的报告，增设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专题，感谢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喻国
明教授、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张昆教授，以及武汉大学秦志希教授、单波教授、
石义彬教授、强月新教授、王瀚东教授的赐稿，他们重大项目成果为本报告增添了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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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卷　2006年中国媒体发展盘点与研究述评转型·创新·调整·融合——2006年中国媒体发展盘点附
录1：2006年中国媒体发展大事记附录2：2006年中国媒体发展政策法规一览附录3：2006年新闻重大事
件的报道2006年中国新闻学理论研究述评改革·创新·融合·发展——2006年学术专著与重要学术期
刊媒体发展研究述评2002-2006年媒体发展研究译著述评多元化·前沿性·探索性——2003～2005年欧
美3本主流传播学期刊论文述略附录4：2006年中国媒体发展研究论著选目附录5：2006年中国媒体发展
研究论文选目附录6：2002～2006年媒体发展研究译著一览附录7：2006年传媒领域重要学术会议中卷
　教育部重大项目专题研究报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中国大众媒介的传播效果与
公信力研究”报告中国大众媒介公信力调查评测报告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我
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目标与实施研究”报告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政治理念与社会实践教育部人文
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时代的全球媒介传播与文化身份认同研究”报告文化身份认同
演变的历史与现状分析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媒介改革与政治文明建设研
究”报告中国媒介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轨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方传媒的社
会控制研究”报告美国媒介集团化背后的自由与控制思想的博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
目——“当前我国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现象研究”系列报告当前中国大众传播中的“消费英雄”解读消
费主义文化语境下电视对民主的影响消费时代的时尚杂志：消费生活的全面培训试论广告中的身体话
语——消费文化视阈中的身体叙事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部媒介生态与媒介
发展研究”报告中部媒介生态与媒介发展——理论视野、现状分析与个案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
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传媒集团化发展与经营问题研究”报告中国传媒集团化发展的制度审视下
卷　2006年中国媒体发展专题研究报告中国报业数字化发展的现状与前景分析破竹、涅粲、重生——
基于web2.0理念下的网络新媒体的现状和未来2006年中国手机新媒体发展报告公共性·公共领域·公
共媒介——论我国传媒的结构转型从社会监督到社会调节——当下中国传媒社会功能的发展与调适中
国危机传播发展及其研究解读中国媒介素养教育回顾与展望⋯⋯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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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2依附性生存还是独立化发展　　目前，数字报业机构大都是作为传统报业的附属机构，传统报
业集团并不是把数字报业作为一个独立产业来发展，不是将其作为报业集团新的盈利增长点，因而也
不会把发展数字报业作为在数字信息时代的一种必然选择加以看待，发展必定会受到限制。　　大多
数数字报业都是由传统报业全资组建，而数字报业的发展也是一个高投资、高风险和利润不是很明朗
的产业，因而集团领导对于数字报业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报业数字化的发展进程。目前，组建的数
字报业在发展当中也存在很多的困惑，比如，如何处理与传统报业之间的关系，如何获取更多的新闻
信息资源和资金来发展、壮大自身实力等。目前，数字报业的领导层在这方面还缺乏足够的动力，因
为在集团高层对发展数字报业战略思路还不是很明朗的情况下，突破性地发展数字报业存在的风险也
很大。最高领导层发展数字报业战略思想不明确，数字报业的新闻信息资源的获取和发展所需资金的
获取受到极大限制，数字报业领导层缺乏足够的动力，数字报业发展缓慢。由此可见，发展数字报业
的关键在报业高层，但推动数字报业发展的关键在数字报业领导层，如果他们没有独立运作的权力，
中国报业数字化进程就很难有实质性的突破.而要调动数字报业领导层的积极性，目前关键的问题就是
要有自主经营权，集团在保证有充足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的情况下，将经营的自主权更多地下放给
新闻网站，集团领导则从更高战略层面上来指导和规划。　　2.3作为综合性产业的数字报业与体制性
壁垒　　从数字报业的产业性质来看，数字报业是一个融合了新闻出版业、广播电视业、娱乐业、信
息产业等多种关联行业的综合性产业，数字报业的发展使众多关联产业共同整合在数字内容产业的旗
帜之下，但是，由于体制性的障碍尚未破除，报业、广电业和通信产业之间的行业壁垒也还广泛存在
，因而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数字报业的发展。　　数字报业上的内容包含文字、音像、音频和视频等
在内的多媒体传播，传统报业只是局限在文字编辑传播领域，而数字报业还要求音像、音频、视频的
传播，而这一领域是属于广电业的范畴，在新闻网站上进行数字影像的传播是否会与现行的管理体制
相冲突还是个未知数，但从目前发展的情况来看，政府基本上是默许新闻网站开展视频新闻的采访与
播出的，也可以反映出政府管理部门在数字报业领域的政策松动。从长期来看，数字报业的发展对广
电业的发展也会带来强有力的冲击。尽管互联网目前冲击最大的是报业，但由于数字报业整合了报业
和广电业的相关职能，长远来看将会对传统的广电业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因而，现在不仅是传统
报业需要思考战略转型，传统广电业也需要思考战略转型，在新闻网站领域，到底是由传统的报业来
占领该领域，还是由传统的广电业来占领该领域，抑或是由传统的报业与广电业联合占领该领域，都
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话题。站在传统报业的角度来看，发展数字报业尤其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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