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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8年中国传媒行业分析报告-市场运营态势与投资前景研究》涵盖行
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
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
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
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
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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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在”安倍经济学” 的量化宽松政策刺激下， 2013 年的日本经济呈现出逐步复苏的势头。
日本股市走高、日元汇率走低， 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安倍内阁提高消费税的决定拉动
了增税前的国内消费； 2020 年在东京举办奥运会的消息推动了包括建筑业、服务业、房地
产投资等多个行业的发展， 也影响着国民的消费意识和投资方向。经济好转拉动了广告市
场的增长， 也为以广告收入占比较高的媒体行业带来了利好。实物销售收入占比较高的媒
体行业则不得不在维持实物销售和推进数字化转型中痛苦抉择。
        一、报纸与出版

日本报业协会数据显示， 2013 年日本全国报纸的总销售额为18990 亿日元， 同比减
少0. 87%。其中报纸销售收入11302 亿日元， 同比减少1. 88%；广告收入4417 亿日元，
同比减少0. 92%； 其他收入3271 亿日元， 同比增加2. 93%。

从收入构成来看， 即使在经济好转、广告业收入小幅增长的2013 年， 报业的广告收
入和销售收入依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缩水，唯一有所增长的是”其他收入”。日本经济产业省
的《特定服务产业实态调查》等资料显示， 这部分收入主要来自信息处理、会展活动以及
房地产租赁等业务， 但这部分”副业” 所带来的收入还不足以弥补传统业务收入的萎缩。
图：报纸总销售额细目

2013 年日本报纸的总发行量为4700 万份， 同比减少1. 6%。每户订阅报纸份数0. 86
份， 连年持续减少（见图2）。从报纸的发行渠道来看， 2013 年有95. 08%的报纸以配送
到户的方式到达读者手中， 所占比重连年持续增加， 以零售形式出售的报纸比例越来越小
。

从报纸广告的刊登情况来看， 报业广告刊登量增加、收入减少， 这就意味着报业广告
单价有所下降， 这与报纸发行量下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广告单价需要发行量的支撑，
占比近六成的销售收入也需要发行量的支撑， 但从现状来看， 即使是五大报（ 《读卖新闻
》《朝日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 想要保证发行量也十分艰
难。

据出版科学研究所的统计， 2013 年日本书刊杂志出版行业的市场规模为16823 亿日元
， 同比减少3. 3%。其中书刊市场规模为7851 亿日元， 同比减少2. 0%； 杂志市场规模为8
972 亿日元， 同比减少4. 4% （见图3）。其中图书销量6. 76 亿册， 同比减少1. 7%； 杂
志销售量17. 64亿册， 同比减少5. 9%。在图书销量方面， 超过百万的畅销图书有3 本， 基
本与往年持平， 畅销书话题性强， 销量持续走强； 非畅销书的销量则难尽人意， 整体呈现
出两极分化的态势。
图：报纸发行量与平均每户订阅报纸份数 
图：书刊出版销售额

根据ImPrESS R＆D 的统计， 2013 年日本电子出版市场总规模为1013 亿日元，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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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市场规模约为7936 亿日元， 同比增加28. 4%， 电子杂志市场规模为77 亿日元， 同
比增加97. 4% （见图4）。其中面向新平台的电子书市场规模789 亿日元， 同比增加114. 4
%。面向传统手机等非智能终端移动设备的电子书市场规模大幅缩水至140亿日元，同比减
少60. 0%。
图：电子出版市场规模

2012 ～2013 年， 日本大型书店纷纷开设电子书店， 电子书的主流格式从面向传统移
动终端逐渐转换为EPUB3 格式， 各出版社的电子书也随之丰富起来。同时， 各大书店在2
013 年积极推进线上线下联动， 例如通过在实体书店赠送自家电子书店代金券的形式积极
获取电子书店客户， 或是向购买纸质版杂志的读者免费提供电子版等， 促进了电子书市场
的繁荣。根据ImPrESS R＆D 的预测， 日本电子书市场规模在2018 年将达到2790 亿日元
， 电子杂志市场规模也将达到550 亿日元， 整个电子出版市场规模将达到3340 亿日元。

从出版产业的整体情况来看， 面对国内市场人口下降、年轻人更倾向于选择电子设备
的媒体环境。传统图书出版市场连续7年出现负增长，虽然基本与电子书市场规模的扩大相
吻合， 但从营业额来看， 电子书市场的增长并不足以弥补传统图书市场规模的缩小。大力
推进电子书市场的发展势必对传统图书市场份额产生更大影响， 而科技的日新月异又使得
传统出版企业不得不以转型求自保。讲谈社、角川书店等大型出版企业纷纷通过开发海外市
场、调整组织结构、与新媒体企业合并等方式积极应对。随着电子书市场的日渐成熟， 出
版行业将会面临新一轮的洗牌， 形成市场寡占。
        二、广播电视

日本民间放送联盟的《日本民间放送年鉴》和公共电视台NHK 业务报告书显示， 2013
年日本民营电视台和NHK 地面电视的总营业额为27871 亿日元， 同比增长1. 5%， 其中N

HK 的总营业额为6570 亿日元， 同比减少0. 5%；民营电视台的总营业额为21301 亿日元，
同比增加2. 1%。公共放送NHK 的主要收入来源为收视费， 近年来收入情况基本保持平稳

。
图：地面电视单位市场规模

5 家主要民营电视台收入的主要来源为广告费， 在2008年受到雷曼风暴影响出现大幅
缩减后也基本维持平稳， 本年度受经济回暖影响， 收入小幅增加。

除地面电视外， 近年来日本卫星媒体及有线电视发展势头良好， 用户数量稳步增加，
受众付费收视习惯较为成熟。卫星媒体及有线电视的广告投放价值得到广告主认可， 广告
收入亦稳步增长。

广播方面， 根据日本民间放送联盟的统计， 2013 年日本地面广播行业发展较为平稳
， 营业收入1456 亿日元， 同比增加0. 4%。其中中短波广播为845亿日元， 同比减少0. 1%
； FM 为611 亿日元， 同比增加1. 2%。
        三、电影

根据日本电影制作者联盟的统计， 2013 年， 日本电影的年观影人次达到15589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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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同比增长0. 5%。票房收入为1942. 4亿日元， 同比下降0. 5%。
其中国产片票房为1177 亿日元， 同比下降8. 2%， 进口片票房为766 亿日元，同比增

长14. 2%。在作品数方面， 国产电影591 部， 进口电影562部， 合计1117 部。
图：电影票房收入及观影人次

2013 年的日本电影年观影人数小幅增长， 票房收入小幅下降。从收入构成来看， 非
电影类内容的收入在本年度出现大幅增长， 这部分收入主要来自于现场直播热门演唱会、
歌舞剧等活动， 直播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为电影院和电影产业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动画片依然是2013 年的日本电影市场的票房主力， 全年票房排行前三名分别为《起风
了》（120. 2 亿日元）、《怪兽大学》（89. 6 亿日元） 和《ONEPIECE FILM Ｚ》（68. 7
亿日元）。从国产电影票房来看， 除上述两部国产动画外， 《哆啦A 梦》和《名侦探柯南
》的剧场版也保持以往高票房的成绩， 国产票房TOP5 中有4部为动画片。
        四、音像

根据日本唱片协会的统计， 2013 年日本音像市场规模约为3122 亿日元，同比减少14.
5%。其中非数字音像制品规模为2705 亿日元， 同比减少13. 0%，网络付费下载及增值服

务规模为417 亿日元， 同比下降23. 2%。
图：音像制品销售规模（仅包括实物CD、DVD 及网络付费下载）

2012 年日本音像市场迎来了5 年来的首次增长， 而2013 年则一反增长势头， 无论实
物音像制品还是网络付费下载市场均出现了大幅缩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音像制品生产
总量的下降， 实物唱片和音乐影像的生产量均跌至10 年来最低水平。蓝光光碟市场规模扩
大， DVD 市场占有率受到侵蚀。

大幅缩减的日本音像产业依然保持了世界第二的市场规模。从收入构成上来看， 2013
年全球音像市场排名TOP20

中排名第一的美国实物销售比例为30%， 付费下载收入高达60%， 而日本音像市场的
收入80% 依靠实物销售，付费下载收入仅占16%， 远不如其他排名上位国家健全， 如何尽
快实现数字化转型将成为日本音像市场接下来一段时间内的重要课题。
        五、互联网

根据总务省的统计， 2013 年日本网民数量比上一年度增加392 万人， 达到1 亿人，
同比增长4. 1%， 人口普及率达到82. 8% （见图8）。与上一年度相比， 13 ～49 岁的互联
网用户依然占到全体的9 成以上， 50 ～ 69 岁的网民数量增长较快。
图：互联网用户数量及人口普及率

在上网方式上， 日本网民最经常采取的上网方式仍然为”使用家中电脑”， 占58.. 4%；
其他依次为”智能手机” （42.. 4%）， “使用家中以外的电脑” （27.. 9%）。与上一年度相比
， 使用传统手机上网的网民正在向使用智能手机过渡， 尤其在20 ～39 岁的网民中， 通过
智能手机上网的用户比例已经超过家中电脑， 智能手机成为该年龄段中最常用来上网的终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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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互联网普及率较高， 硬件技术发展好， 但在使用习惯上与我国呈现出较大差别。
在上网目的和用途上， 日本个人网民的最大需求为”收发电子邮件” （69.. 9%）， 其次为”
购物” （57.. 2%）。在20 ～59 岁的网民中， 使用”地图及交通信息服务” 的需求位列第三，
超过50%。在互联网支付方面， 选择使用”信用卡支付” （63.. 7%） 的网民最多， 其次为”
货到付款” （43.. 8%）、”在便利店支付” （38.. 9%） 和”银行汇款” （30.. 8%）。
        六、广告

根据日本电通广告公司的统计， 2013 年日本广告市场规模为59762 亿日元， 同比增
长1.4%，日本广告市场连续两年出现增长，电视广告、户外广告、交通广告等类型势头良
好。
表：2006 ～ 2013 年各媒体广告费（单位： 亿日元） 

2013 年日本广告市场能够持续保持增长， 主要受两方面影响。一是在”安倍经济学” 的
刺激下， 日本经济局势回暖， 实体经济切实增长； 二是由于日本在2013 年宣布次年4月起
将消费税从5%调整至8%， 为了迎合增税前国民消费增加的需求， 广告主纷纷抢在此时大
量投放广告， 为广告市场带来新的增长。其中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四大传统媒体的广
告市场同比增加0.1%，基本与上一年持平；卫星媒体广告及互联网精准广告的活跃表现为
市场带来了新的增长。

本年度报业广告市场规模为6170 亿日元， 同比减少1. 2%。从全年来看，上半年的广
告收入同比有所下降， 虽然下半年稳步增长， 但总体仍未能实现增长。在广告投放行业方
面， 经济好转拉动了”汽车及相关产品” 和”金融、保险” 广告的投放， 消费税增税则推动了
手表等高价商品的广告投放。

本年度杂志广告市场规模为2499 亿日元， 同比减少2. 0%。杂志的电子化为2013 年度
杂志广告市场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但未能弥补杂志休刊所失去的市场份额， 整体市场小幅
缩减。从广告投放行业来看， “服饰、首饰” “房地产” “金融、保险” 及”交通、娱乐休闲” 行业
的广告费用同比有所增长。

本年度日本广播广告市场规模1243 亿日元， 同比减少0. 2%。同样受到消费税增税影
响， “房地产” （同比增长16. 9%）、”汽车及相关产品” （同比增长9. 5%）、”餐饮、服务”
（同比增长5. 9%） 的广告投放明显增长。

本年度电视广告市场规模17913 亿日元， 同比增长0. 9%， 电视广告市场实现连续两
年增长。从广告投放行业来看， “ 金融、保险” （ 同比增长27. 6%）、”房地产” （同比增长
14. 6%） 的广告投放明显增长。

本年度卫星媒体的广告市场规模为1110 亿日元， 同比增长9. 6%。卫星媒体的广告价
值得到肯定， 面向中高年及高收入人群的广告投放增加。

本年度互联网广告市场规模为9381 亿日元， 同比增长8. 1%。以网幅、文本链接、视
频等为主的传统型互联网广告走势基本持平， 精准广告为互联网广告市场带来了新的增长
（4122 亿日元， 同比增长121. 6%）。从广告投放行业来看， “信息、通信” “汽车及相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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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食品” “饮料及嗜好品” 的广告投放占比较高。
观研天下发布的《2018年中国传媒行业分析报告-市场运营态势与投资前景研究》内容

严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市场前景
、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
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
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
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
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
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
等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
及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
格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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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传播及经营双重功能
1.3.4 国内及国际双重领域
1.4 传媒业的价值分析
1.4.1 传媒的产业价值
1.4.2 媒体公信力具有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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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媒体亲和力蕴含的文化价值
1.4.4 传媒产品创新价值特征
1.4.5 传媒产品创新价值效度

第二章 世界传媒行业分析
2.1 世界传媒业整体状况
2.1.1 行业趋势分析
2.1.2 行业发展态势
2.1.3 行业风投状况
2.1.4 产业变化分析
2.1.5 产业运行现状
2.2 美国传媒业
2.2.1 行业管控状况
2.2.2 行业发展态势
2.2.3 产业运行现状
2.2.4 电视传媒现状
2.2.5 资本运作逻辑
2.3 英国传媒业
2.3.1 产业发展概况
2.3.2 行业变革分析
2.3.3 电视监管状况
2.3.4 报业监管模式
2.4 日本传媒业
2.4.1 行业体制及变革
2.4.2 行业管控状况
2.4.3 电视传媒现状
2.4.4 报业传媒现状
2.4.5 行业技术动态
2.5 澳大利亚传媒业
2.5.1 行业主管机构
2.5.2 电视传媒格局
2.5.3 报业传媒变化
2.5.4 新媒体状况
2.5.5 行业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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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
3.1 中国传媒业发展总体概况
3.1.1 行业外部环境
3.1.2 产业结构变化
3.1.3 产业发展格局
3.1.4 产业面临转型
3.1.5 行业趋势分析
3.1.6 大数据对行业的影响
3.2 中国传媒业发展分析
3.2.1 2017年产业发展状况
3.2.2 2017年行业规模分析
3.2.3 2017年行业发展特征
3.2.4 2017年行业发展关键词
3.2.5 2017年行业发展态势
3.2.6 2017年行业运营状况
3.2.7 2017年行业亮点分析
3.3 中国传媒业的政策环境分析
3.3.1 传媒行业监管部门介绍
3.3.2 传媒企业指导政策解析
3.3.3 社会资本投资政策解读
3.3.4 税收变动对行业的影响
3.3.5 2017年行业相关政策解析
3.3.6 2017年行业重点政策解析
3.3.7 2017年行业重点政策动态
3.4 中国传媒业体制形态剖析
3.4.1 国有事业单位的非法人组织体制
3.4.2 国有事业单位的法人组织体制
3.4.3 国有独资企业单位的法人组织体制
3.4.4 非上市股份制国有传媒企业
3.4.5 国有控股上市传媒企业与非国有控股的传媒企业
3.4.6 特殊管理股制度
3.4.7 管理层持股
3.5 中国传媒产业集团化的发展
3.5.1 传媒集团的模式
3.5.2 传媒业集团化运作的层次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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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传媒集团的资源整合及优势
3.5.4 传媒集团经营机构发展瓶颈和职能
3.6 中国部分区域传媒业的发展
3.6.1 江西省
3.6.2 山东省
3.6.3 上海市
3.6.4 广东省
3.6.5 吉林省

第四章 中国传媒业市场分析
4.1 中国传媒市场发展总况
4.1.1 市场的形成剖析
4.1.2 市场化发展历程
4.1.3 市场发展关键因素
4.1.4 市场发展模式探析
4.1.5 高铁传媒市场分析
4.2 中国传媒市场上的民资
4.2.1 民营传媒的发展进程
4.2.2 民营影视企业的发展
4.2.3 民营传媒的发展轨迹
4.2.4 民营资本对传媒内容的影响
4.2.5 民营资本加速移步传媒产业
4.2.6 民营传媒业的SWOT分析
4.3 中国传媒市场上的外资
4.3.1 外资传媒在中国的法律环境
4.3.2 外资传媒在中国市场的进程
4.3.3 外资传媒进军中国的
4.3.4 外资传媒试水中国的难题
4.4 中国传媒业市场管理和营销
4.4.1 传媒经营管理和运作
4.4.2 传媒业经营模式的转变
4.4.3 现代传媒业的营销策略
4.4.4 传媒市场定位方法与应注意的问题
4.4.5 传媒市场定位效用的优化策略分析
4.4.6 从企业传播价值链角度看传媒广告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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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电视媒体业分析
5.1 电视传媒业的地位
5.1.1 主导产业
5.1.2 支柱产业
5.1.3 基础产业
5.1.4 先导产业
5.2 中国电视传媒业运行现状
5.2.1 产业品牌格局
5.2.2 行业发展特征
5.2.3 行业突出现象
5.2.4 市场收视现状
5.2.5 产业生态圈分析
5.3 网络时代传统电视媒体的发展
5.3.1 网络化颠覆传统电视媒体形态
5.3.2 网络电视化推进传统电视平台的拓展延伸
5.3.3 电视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融合发展剖析
5.3.4 传统电视媒体网上运作的实践与出路探讨
5.3.5 中国电视媒体网络化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5.4 电视广告产业发展分析
5.4.1 基本概念与特点
5.4.2 表现形式分析
5.4.3 产业发展现状
5.4.4 市场投放状况
5.4.5 行业趋势分析
5.4.6 未来发展方向
5.5 电视传媒机构的市场发展战略
5.5.1 品牌战略
5.5.2 客户和产品战略
5.5.3 销售战略
5.5.4 价格战略
5.5.5 频道战略
5.5.6 投（融）资战略

第六章 网络媒体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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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网络媒体相关介绍
6.1.1 优势分析
6.1.2 基本特性
6.1.3 收入模式
6.1.4 公信力决定要素
6.1.5 作用及责任
6.2 中国网络媒体产业发展情况
6.2.1 产业发展历程
6.2.2 商业化新变化
6.2.3 行业发展态势
6.2.4 行业变化盘点
6.2.5 行业发展格局
6.2.6 行业发展趋势
6.2.7 企业竞争战略
6.3 网络广告市场分析
6.3.1 本质特征解析
6.3.2 市场规模现状
6.3.3 市场格局分析
6.3.4 市场增长预测
6.3.5 市场制约因素
6.3.6 监管问题分析
6.3.7 瓶颈及策略
6.4 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
6.4.1 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的关系
6.4.2 网络对传统媒体产生的冲击
6.4.3 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互补性
6.4.4 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融合之路

第七章 广播业发展分析
7.1 中国广播业发展总体状况
7.1.1 产业价值链分析
7.1.2 产业发展态势
7.1.3 数字化推广计划
7.1.4 3G时代发展形势
7.1.5 4G时代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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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2016-2017年中国广播产业分析
7.2.1 2016年行业发展状况
7.2.2 2017年行业发展状况
7.3 中国广播广告市场分析
7.3.1 广告价值分析
7.3.2 发展进程简析
7.3.3 市场增长态势
7.3.4 广告投放现状
7.4 中国广播收听市场分析
7.4.1 影响市场变化的因素
7.4.2 市场规模状况
7.4.3 市场发展特点
7.4.4 市场竞争状况
7.4.5 发展机遇分析
7.5 媒介融合环境下广播业的发展分析
7.5.1 面临局势
7.5.2 发展措施
7.5.3 发展途径
7.6 中国广播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7.6.1 法制建设不够完善
7.6.2 管理体制滞后发展
7.6.3 用人机制僵化固化
7.6.4 主体性质模糊不清
7.6.5 观念陈旧思维落后
7.6.6 市场机制尚未建立
7.7 中国广播产业发展的对策
7.7.1 完善法律制度体系
7.7.2 推进广播业顶层设计
7.7.3 放宽广播机构设立许可
7.7.4 建立科学用人机制
7.7.5 推进广播类型化发展
7.7.6 发展现代广播产业
7.7.7 实施全媒体发展战略

第八章 其他媒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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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户外媒体
8.1.1 传播特性分析
8.1.2 主要优势分析
8.1.3 广告投放状况
8.1.4 市场运行现状
8.1.5 市场影响因素
8.1.6 创新思路分析
8.1.7 市场趋势分析
8.2 报纸
8.2.1 行业运行现状
8.2.2 市场规模分析
8.2.3 企业运营状况
8.2.4 经营方式分析
8.2.5 发行策略分析
8.2.6 发展原则分析
8.3 期刊
8.3.1 行业发展环境
8.3.2 行业总体概述
8.3.3 市场规模分析
8.3.4 行业现状分析
8.3.5 行业不足之处
8.3.6 行业发展要点
8.3.7 发展趋势剖析
8.4 电影
8.4.1 院线规模分析
8.4.2 放映市场分析
8.4.3 票房收入规模
8.4.4 海外市场状况
8.4.5 市场消费行为
8.4.6 商业模式分析
8.4.7 投融资趋势

第九章 国外知名传媒企业经营状况
9.1 时代华纳（TIME WARNER INC）
9.1.1 企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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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时代华纳经营状况
9.2 迪士尼（The Walt Disney Company）
9.2.1 公司简介
9.2.2 迪士尼经营状况
9.3 维亚康姆（Viacom）
9.3.1 公司简介
9.3.2 维亚康姆经营状况
9.4 维旺迪（Vivendi）
9.4.1 公司简介
9.4.2 维旺迪经营状况
9.5 贝塔斯曼集团（Bertelsmann AG）
9.5.1 公司简介
9.5.2 贝塔斯曼经营状况
9.6 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m）
9.6.1 企业简介
9.6.2 新闻集团经营状况

第十章 国内主要上市传媒企业经营状况
10.1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0.1.1 企业发展概况
10.1.2 经营状况分析
10.1.3 未来前景展望
10.2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10.2.1 企业发展概况
10.2.2 经营状况分析
10.2.3 未来前景展望
10.3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3.1 企业发展概况
10.3.2 经营状况分析
10.3.3 未来前景展望
10.4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4.1 企业发展概况
10.4.2 经营状况分析
10.4.3 未来前景展望
10.5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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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 企业发展概况
10.5.2 经营状况分析
10.5.3 未来前景展望
10.6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10.6.1 企业发展概况
10.6.2 经营状况分析
10.6.3 未来前景展望
10.7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0.7.1 企业发展概况
10.7.2 经营状况分析
10.7.3 未来前景展望
10.8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8.1 企业发展概况
10.8.2 经营状况分析
10.8.3 未来前景展望
10.9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0.9.1 企业发展概况
10.9.2 经营状况分析
10.9.3 未来前景展望
10.10 上市公司财务比较分析
10.10.1 盈利能力分析
10.10.2 成长能力分析
10.10.3 营运能力分析
10.10.4 偿债能力分析

第十一章 中国传媒业的竞争分析
11.1 传媒业的竞争形势
11.1.1 行业竞争威胁分析
11.1.2 核心竞争力分析
11.1.3 进入生态竞争阶段
11.1.4 产业竞争格局分析
11.1.5 出版业的竞争格局
11.1.6 电视媒体竞争格局
11.2 中国传媒的国际化竞争探析
11.2.1 中国传媒跨入国际竞争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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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中国传媒国际竞争力依然薄弱
11.2.3 国际竞争战略和方式亟待反思
11.2.4 中国传媒国际竞争的路径选择
11.3 传媒产业的竞争法则
11.3.1 核心及非核心竞争力整合成现实竞争力
11.3.2 兼顾受众、对手及自身的三维竞争
11.3.3 用与出色创造竞争优势
11.3.4 竞争优势应由媒体内外两部分决定
11.4 传媒产业对竞争情报的获取
11.4.1 信息是竞争情报的基础
11.4.2 综合竞争情报将成为媒体决策参考的重点
11.4.3 公开信息依然是媒体获取竞争情报的主要渠道
11.4.4 媒体在获取竞争情报方面存在的误区
11.5 中国传媒打造核心竞争力的战略
11.5.1 垂直型整合
11.5.2 组织结构创新
11.5.3 研发创新
11.5.4 管理创新
11.6 传媒行业竞争战略的新趋势
11.6.1 从追求市场占有率走向追求个人占有率
11.6.2 从“内容为王”走向“产品为王”
11.6.3 从“巨内容”走向“微内容”

第十二章 中国传媒业的资本运作分析
12.1 资本运营的必要性分析
12.1.1 传媒业竞争不断加剧的必需选择
12.1.2 传媒集团深化改革环境下的要求
12.1.3 盘活传媒资产的重要措施
12.1.4 有益于传媒业配置资源、融通资金及转换体制
12.2 传媒资本运营的可行性分析
12.2.1 良好的政策环境
12.2.2 进入资本市场时机已成熟
12.2.3 传媒资本运营仍有机遇
12.3 中国传媒业资本运作现状分析
12.3.1 行业市值实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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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 影视制作领域
12.3.3 平面出版领域
12.3.4 传媒并购火热
12.4 创新模式下传媒产业的资本策略分析
12.4.1 传统媒体以并购助转型
12.4.2 以战略投资扩展外延
12.4.3 借助资本市场融资
12.4.4 海外市场策略
12.5 传媒无形资本运营解析
12.5.1 无形资本运营含义及作用
12.5.2 传媒业无形资产评估方法
12.5.3 传媒业无形资本运营的方式
12.5.4 传媒产业投资无形资本的运营
12.6 中国传媒业资本运作趋势分析
12.6.1 股权激励改革将推进
12.6.2 视频传输渠道面临重构
12.6.3 新的传媒业态趋热
12.6.4 跨界并购将加剧

第十三章 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13.1 中国新闻传媒业的法律问题
13.1.1 新闻传媒业分类管理存在的法律问题
13.1.2 国外传媒分类管理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13.1.3 国外传媒业的法律规制对中国启示
13.1.4 新闻传媒业准入制度的法律问题
13.1.5 传媒业集团化整合中存在的法律问题
13.2 中国传媒业发展中的问题
13.2.1 制约产业发展的因素
13.2.2 产业发展存在的危机
13.2.3 区域化发展带来的问题
13.2.4 产业产权体制上的缺陷
13.2.5 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
13.3 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策略
13.3.1 传媒产业的产权多元化
13.3.2 传媒产业解决角色冲突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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