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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核心竞争力“三个支点” 

 

内容摘要：核心竞争力是传媒生存尤其是发展必需的能力；传媒的核心竞争力由敏锐的市场调研和整合能

力，优质的选题策划、组织、编辑能力，优异的资本运作、经营和开发创新能力等构成；“优质的人力资源结

构”、“不断创新的体制和机制”以及“卓越的企业文化”是传媒核心竞争力的三个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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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竞争力是传媒生存尤其是发展必需的能力，传媒的核心竞争力应建立在各种职能、能力协调成长的基础

上。一般认为，传媒核心竞争力应由敏锐的市场调研和整合能力，优质的选题策划、组织、编辑能力，优异的资

本运作、经营和开发创新能力等构成①。而“优质的人力资源结构”、“不断创新的体制和机制”以及“卓越的

企业文化”是传媒核心竞争力的三个支点。 

 

优质的人力资源结构 

 

作为知识和信息密集的创意产业，传媒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资源是人才——传媒的生产、经营过程是一个把

人类精神创造物质化、社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始终离不开人的创造。因此，优质的人力资源结构是传媒赖以生

存和发展的关节点，也是传媒实现科学、健康发展的基础资源。 
传媒这个曾被誉为“黄金产业”的行业，人力资源状况却令人堪忧：一般化的记者、编辑“一抓一大把”，

其本领主要集中在中文、历史、哲学等领域，而具有经济、理、工类学科基本知识又具有采编才能的人才凤毛麟

角；学历结构不合理，本科为主，硕士和博士层次的人才较少；年龄层次趋老，45岁以下的中高级人才，尤其是

高层次专门人才较少；行业急需的熟悉传媒规律、具有市场应对敏感力和科学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奇缺。 
面对的复杂多变的国内甚至全球化的大市场，“我写什么你看什么”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传媒必须正视和应

对的是市场综合调研、选题方向策划、精制编辑加工、传媒产品营销等等“一股脑儿”的复杂系统资源，这些，

都需要专业素养好、应对能力强的人力资源支撑。而长期的计划体制造成的人力资源作为传媒发展的核心资源的

认识和机制、体制都还存在相当差距，传媒人才整体素质不高、资源配置不合理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②。 
按照市场需求和现代企业制度构建结构合理的专业人才队伍，是传媒发展别无选择的“考题”。要牢固传媒

“优质的人力资源结构”这个支点，最基础也最重要的是构建结构合理的人才资源组织，这是提高传媒核心竞争

力的基础要求。传媒人力资源结构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当前，要尤其注重市场运作能力、专业化

的知识水平、管理整合资源的能力等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构建合理的传媒人力资源结构，应当充分发挥传媒、

专业院校和社会的合力，避免“水来现掏沟”现象。要优化基础素养，使传媒人力资源队伍的基本知识、文化修

养、运作能力、职业精神都具有较高的起点；改革院校传媒人才培育模式，实现“象牙塔”、社会活动、行业实

践的密切结合；体现不同需求，既要培育和锻炼高层次的懂经营、会管理、有修养的人力资源队伍，又要从经

营、编辑、印刷等角度，培育一批专业人才；还要培育一批从事基础研究等工作的理论人才。多方推进，多维并

举，使传媒人力资源队伍形成互补性强的结构生态，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行业人力资源的总体效能。 

 

不断创新的体制和机制 

 

不断创新的体制和机制，是传媒生存和发展的源动力。体制决定发展的可持续力，机制决定产业活力。在信

息和市场经济时代，以科学管理为核心的体制和机制，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战略性要素。管理创新，是传媒洗心

革面、创造活力的“革命性机会”。  

作者：杨树弘  



从宏观意义上说，实现传媒的“重组”、“转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最核心的体制创新，也是增强传

媒核心竞争力最本质最内在的要求。传媒通过重组、转制并获得国有资产经营授权，为构建编、印、发一条龙，

产、供、销一体化的产业实体打下坚实基础。  
体制创新上最重要的一步是，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促进传媒由行政管理方式到产权管理方式的转变。 

具体的操作必须结合传媒特点，构建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的领导体制；坚持“党管意识形态不

变”的原则，可以使党委会成员分别进入董事会、经营班子和监事会，通过交叉任职，履行双重职责，将党委的

意图贯彻到决策和经营中。形成党委会管干部、管导向，董事会管决策、管战略，经营班子管生产、管经营，纪

委会和监事会实施监督和约束的体制系统。深化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赋予各部、室经济核算权，分配经济指标，

实施目标或项目管理，按运行和经营状况进行奖惩，形成压力、动力相结合的“体内循环”态③。 
与创新的体制相匹配的是“激活”的管理机制。以绩效为目标，奖勤罚懒，激发动力。绩效评估应通过系统

的方法、原理来评定和测量员工的行为效果，使之成为管理者与员工的“标准性”管理沟通活动。通过绩效评

估，提高上下级之间的对话质量和沟通的有效性，使个人、团队和企业的整体目标密切结合，增强管理人员、团

队和个人实现持续进步的共同责任感，帮助员工在工作要求、工作重点和个人能力、兴趣之间寻找发展的最佳契

合点。让公正的绩效评估的结果直接影响到员工的切身利益和人才的深远发展，为员工的薪酬拟定、职称职务晋

升等提供客观依据。 
以“绩效评估”为核心的机制创新，要遵循“科学、严格、客观、公正、全面”的原则，引导和帮助职工全

面认识自己的素质和能力，充分开掘潜能，设计职业愿景，形成独特优势，把个人追求融入传媒发展之中，产生

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宿感，从而形成个人、团体和传媒的整体合力。 

 

卓越的企业文化 

 

传媒核心竞争力的生存土壤是企业文化，没有文化的竞争力不具备创新性和成长性。卓越的企业文化是传媒

的核心力量，也是提升传媒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卓越的企业文化，要求传媒要有较强的吸收、消化新信息、新技术和技术创新的能力，要有敏锐的市场洞察

力和运作力。而这些能力的具备，必须依赖传媒的组织成员，营造文化氛围，保持强劲的创新和拓展力。 
符合时代潮流的卓越的企业文化，是传媒激发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心灵土壤，是传媒在生产经营实践中生

长出来的基本精神和凝聚力，是员工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责任、学习、创新、沟通，是传媒企业文化的

特质。责任是传媒本质的使命追求；学习是传媒增值的基本动力；创新是传媒企业文化的核心理念；沟通是营造

互动、促进发展的桥梁④。培植卓越的企业文化，应立足于四个基本点。 
挖掘和提炼企业的核心价值观。通过探索和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提炼出独特的核心价值观。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传媒要做大蛋糕，最重要的是调动每个员工的积极性，通过激励体系的价值引导，构建传媒文化体系。通

过对传媒产业特性和员工思想的塑造，促进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成长。 
培育传媒的文化差异性。不同的传媒处于不同的内、外环境，企业文化的特征各不相同。企业文化的差异性

对于传媒十分重要。传媒的领导体制、机制、营销方式等等都可以模仿，但文化个性却无法复制。因此卓越的企

业文化要继承、发扬传统的优秀文化，使之与自己的战略相一致，以适应市场发展、和谐进步。 
造就培育传媒人才的组织系统。卓越的传媒企业文化，是具有良好思想、文化、管理等素质的优秀传媒人创

造的，造就培育传媒人才的组织系统，促进管理者和员工具有正确的企业文化意识和经营需要的全局理念、效益

理念、市场理念和竞争理念，从而培育出优秀的传媒精神、传媒道德和传媒价值观。 
营造以人为本的人文环境。人文环境的核心就是对知识型人才的一种高度心灵契合的理解和关怀，让他们能

够“轻松愉快”地做事——在科学严格的用人机制和宽松和谐、与个人思想意趣相近的文化空间里为传媒目标奉

献自己的力量。只有当传媒人才队伍自身的价值追求与传媒的价值诉求高度默契时，传媒才能以极具亲和力的人

文环境和弹性的用人机制真正留住人才，并得以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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