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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目前中国传媒的经营水平已得到很大提高，但是管理水平却并未得到相应程度的

提高。具体表现在运营过程中，就是运作效率的低下。本文分别从传媒机构人、财、物、信息

等方面梳理了运作效率低下的现状，然后分别从生产环节、营销环节、人力资源管理环节和财

务管理环节提出对策。以期中国传媒能尽快走出低效率成长状态，实现内涵式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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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媒介的经营水平已经得到很大提升，媒介效益也取得巨幅增长。于是，就产生了一种

假象，认为中国媒介的管理水平也随着经营水平一同得到提升。 

问题在于，人们常常将“经营”与“管理”混为一谈。其实，“经营”解决的是“效益”问

题，而“管理”解决的是“效率”问题；衡量“经营”的标准是“结果”，而衡量“管理”的

标准则是“过程”。 

中国媒介发展至今，经营理念已经有了很大改进，效果也很明显：大多数市场化运作良好的媒

体都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而与媒介经营发展水平不相称的是，中国媒介的管理水平并未取

得同等程度的提高。中国媒介的运作效率依然十分低下。 

中国传媒运营效率低下的现状 

从媒体本身来看，既存在时间上的浪费，也存在空间上的浪费。 

时间方面，主要表现在广播时段和电视时段的浪费。广播方面，自从倡导主持人口语式播音以

来，就存在着一种观念的偏差，认为拉家常、侃大山就是贴近了听众，认为语言的随意化就是

平民化，于是收音机里充斥着DJ们诸如“上班的路上……”“今天的心情……”之类的话语，

如果是作为节目的铺垫或者是对听众的引导固然可行，问题在于许多时候我们的DJ都是在漫无

目的地“扩张话题”，结果常常会听到“今天本打算……，可是时间又不允许了”的遗憾，是

对广播时段的极大浪费；另外，在电台普遍导入手机短信平台以后，又出现了为争取听众短信

而过度播读与节目无关的短信的情况，而这些短信对于大多数听众而言无疑就是垃圾信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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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听众资源的极大浪费。电视方面，主要表现在同一时段大量同质节目的重复与堆砌，既是对

电视时段的浪费，也是对观众资源的浪费。 

空间方面，表现在报刊版面的浪费：同样的新闻同时刊登在同一期的不同版面；版面贱卖，本

着“薄利多销”的观念经营广告，使得报刊版面广告堆砌，而总收入却并未提高多少，反而因

为广告层次的参差不齐，使得媒体的广告效果大打折扣，媒体的形象也跟着受到影响。 

从媒介机构来看，人力、物力、财力和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都很差，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浪费： 

人力资源 

中国媒介机构现有的用人制度存在着问题，一方面一些原本已经过时的岗位，由于相关工作人

员已经“入编”，不好裁减；另一方面一些新开发的岗位又急需扩充人员，这就造成了媒介机

构的从业人员只增不减，逐渐超编，以至于出现了大量的冗余人员。另外，我国的媒介机构几

乎全部都是国有单位，在用工制度方面是“事业编制”与“合同用工”相结合，“事业编制”

的员工基本不再有任何变动，“抱着铁饭碗”，因此，媒介机构对员工进行增减时基本都是从

“合同用工”入手。而现实情况是，过时岗位上的工作人员大部分属于“事业编制”，“合同

用工”招聘上来的员工基本都是急需的。这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一方面媒介机构人员严

重超编，媒介机构的财政压力很大；另一方面，一些重要岗位上却还常常缺少工作能手；再一

方面，却还有大量的人员闲置着。 

媒介机构的分配制度与激励制度还不是很合理。由于用工方面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制度，因此，

在分配和激励举措方面也就存在着不同。中国的媒介机构还存在着严重的“劳动”与“分配”

相脱节的现象。这就会使媒介从业人员产生很大惰性。  

中国的媒介机构并没有用“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开发人力资源。媒介单位只是一味地使用员

工，并不重视对员工的“充电”与“再开发”。另外，媒介在用人方面还存在着“过度开采”

的现象，比如，让主持人同时主持几档风格相冲突的节目；电台DJ在做节目播音的同时兼做广

告播音；等等。使媒介人员的“职业寿命”受到影响。 

物力资源 

没有用远视的眼光去购置、添加物力资源。在购置设备、建造基地或演播厅之前，并未充分计

算后期的开发与回报问题，只是为了满足一时之需。于是，一期节目制作完毕，一档影视剧拍

摄完毕，一些高档设备就再无用武之地，影视基地由于不符合其他影视拍摄需求，也不符合人

们的旅游需求，于是只能闲置。造成了巨大浪费。 

另外，同一媒介单位的设备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共享程度也比较低，致使有的部门设备紧缺，而

另外的部门设备却在闲置，利用效率低下。 

财力资源 

中国的媒介机构普遍缺少良好的财务计划，更谈不上根据媒介的长远战略制定科学合理的财务

计划。有的媒介机构盈利以后就会有一种“暴富心理”，对资金的使用不知作何打算，于是就

产生了盲目情绪，要么盖大楼，要么建度假村；其他稍微理性一点的媒介机构就会去投资。这

些媒介机构做投资时，并没有“反哺”使他们繁荣的传媒业本身，而是向不熟悉的领域扩张，

去做多元化开发。而这样做的结果又常常是亏损，影响媒介机构的效益，同时还拖累了媒介主

业。 

近年来，媒介行业似乎又兴起了上市的潮流。盲目上市、圈到钱后，媒介单位又不知道向哪里

投资，于是资金闲置，财力资源浪费严重。另外，媒介上市以后，还须公开信息，受证监会以



及股民的监督，但是，这样做的同时也容易将信息透露给竞争对手，处理不好，上市对媒介反

而成了负担。 

信息资源 

中国媒介在信息资源利用方面，效率也很低。同一媒介机构的不同报纸之间、不同频道之间的

信息共享程度很低。对信息或内容的利用基本也是一次性的，不注重深度开发与延长开发。 

…… 

中国传媒运作效率的低下说明媒介管理上存在许多漏洞。有效的管理能使媒介现有的资源获得

最为有效的利用，而不良的管理，只会造成媒介资源利用上的巨大浪费。 “现在有一种看

法，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经济不发达，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管理不善造成的”①。按照这种逻

辑，那么中国媒介比起发达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也就是管理不善。而管理不善导致的直接后果

就是运作效率低下。这种推导或许有些夸张，但是，有效的管理及有效管理所带来的高效率运

作，对媒介的良好运营的确十分重要。 

全面解决中国传媒运营效率低下的问题 

传媒产品生产环节 

媒体在生产环节应当时刻持有成本意识与节约意识。最直接的就是要珍惜媒体的时段资源和版

面资源。在内容制作方面也要导入成本管理机制，对成本进行严格的核算与控制。 

媒体在进行内容生产时也应有市场意识。既要有受众意识，也要适当考虑到广告主的需求。因

为，传媒生产的产品必须能够在市场上有效销售才能实现商品的价值；否则，只能算做产品而

非商品，资源的价值就不能发挥出来，造成浪费。所以，媒体在生产环节就必须要考虑到媒体

产品的销售。只有这样，效率才能产生效果，传媒组织才能实现生产绩效的目标。 

媒体还应当具有创新意识。因为媒介产品不同于其他产品，容易模仿，从而造成同质化。媒体

内容失去了新鲜感，价值也就大大降低，同等劳动所生产的产品价值降低，意味着媒体生产效

率的降低。所以，媒体应当时刻保持创新的姿态，不断为内容注入新鲜血液，从无形中提高媒

体的生产效率。   

建造工业化的生产流水线，对媒体提高生产效率同样重要。在国外，不仅是影视剧拍摄采用流

水线生产方式，甚至连剧本都是采用流水线的方式生产的：“由制片人收购一个认为好的、具

有拍摄价值、仅有几页稿纸的故事梗概，然后再另请编剧设计出每场戏的动作，写出一个较为

详细的只限于视觉性的故事，没有对话，可算作动作剧本。此后，制片人再约请一两位专门写

作对话的剧作家来补写对话。剧本到了主要角色演员手里，再请编剧专为自己所扮演的人物进

行加工和润色，使人物更加鲜明和丰满。”② 美国好莱坞甚至将电影类型化，将影视人物性

格、电影语言模式、银幕叙事技巧等全部都实现模式化，创作成本大为降低，同时，由于类型

影片都是对观众受欢迎的影片的仿制，因此也能迎合大多数观众的心理，保证预期收益。

③    

 

最后，媒介也应当对产品进行深度开发、延长开发与多元化开发，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因为众多产品共同分担研发成本，使每种产品的相对生产成本降低。同时，由于品牌价值链的

构筑、众多附加产品的支撑，还能分担媒介经营的风险。比如，“国家地理频道的电视节目在

中国目前是不赢利的，但节目的不停播出强化了其产品的品牌形象，相反其光碟等副产品却在

中国市场大获全胜。”④ 

传媒产品营销环节 



首先，媒介应当建立精确的营销数据库，包括顾客资料库与产品资料库。顾客资料库包括广告

客户资料库与受众资料库；产品资料库则是媒介所生产的“产品”——电视节目、报纸等的资

料库。这样能使媒介很方便地进行精准营销，提高营销效率。另一方面，“过去特定顾客的信

息只保存在销售人员的大脑或笔记本电脑中。在业务员离职或退休以后，这些信息也就随之消

失。”⑤而顾客资料库则能将信息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媒介永久的资产。  

为媒介营销人员建立必要的评估系统，对其进行评估，从而激发其潜能，提升工作效率。可以

为营销人员设立计分卡。计分卡既可用来评估媒介营销人员的工作业绩，又可帮助媒介评估当

期总体的业绩，并准备新的计划，以改善未来的业绩。 

媒介在进行营销推广时，也需要一定宣传和促销的拉动。宣传和促销可以帮助促进媒介的销

售，提升营销效率。 

传媒人力资源管理环节 

导入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对媒介工作人员实现“人本管理”。目前中国的媒介机构基本还是沿

用了传统的人事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与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是有重要区别的。“人事管理把

人看作与物质资料没什么两样的东西……考虑如何通过对人的管理工作来提高对该要素的利用

效率……仅单方面地关注组织目标的实现”，“人力资源管理则力图将组织的目标与员工个人

的目标结合起来，注重员工的能动性和他们内在潜能的开发。”⑥由于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能很

好地考虑到媒介工作人员的需求，也能很好地激发工作人员的资质与潜能，因此就能调动起他

们的能动性和责任感，从而使工作效率大为提高。 

对媒介机构现行的两种用人制度逐渐进行改革，最终实现统一。激励理论之一的公平理论就是

从社会比较角度研究激励的心理过程。“它认为人们在缺乏评价其得到的报酬和付出的努力是

否相当的客观标准情况下，常常是将其付出和所得的比率与他人的付出和所得的比率作比较，

以此衡量其得到的报酬是否公平。”⑦而两种用人制度存在的本身就已经挫伤了媒介工作人员

的积极性，必然也影响到媒介的运作效率。所以，必须加以改革。 

打破传统媒介部门对员工的束缚，形成员工可以根据能力在媒介不同部门之间自由流动的机

制。能者上，庸者下。让员工找到最适合自己工作能力的岗位，充分释放潜能。国外有的媒介

集团就会在机构内部实行职务轮换，让员工有次序地经历记者、编辑、摄像、制作等不同的工

作岗位。一方面有利于员工发现自己的最优技能，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员工熟悉整个媒介运营过

程，拓展了业务技能，再一方面也加强了不同岗位间的沟通与协调，效率大为提高。 

传媒财务管理环节 

媒介机构要善于利用财务来管理媒介。媒介战略规划的实现离不开财务的支持。媒介对财务的

分配方向能影响媒介自身的发展方向，因此媒介的财务计划必须要与媒介的长远战略规划相一

致。另一方面，媒介运营中的偏差也可以通过财务管理进行监察与控制。 

媒介机构还应当建立有效的财务风险控制机制。目前阶段，由于我国媒介的大部分收入来源于

广告，因此媒介的财务部门或营销部门建立专门的广告客户信用度档案就显得十分必要。 

媒介机构在财务控制方面应当加强预测能力。过去媒介机构的财务控制基本是采用反馈控制的

类型。但是，由于反馈控制经常是滞后的，因此容易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举个例子，如果媒

介要投资一部大型纪录片，那么，按照反馈控制机制来看，只有完成后，进行发行或者播出

时，相关的业绩才开始显现。而这时再改变决策就已经很晚了。所以，媒介更需要加强决策前

期的调研与预测能力，加强前馈控制与现场控制的能力。 

 



…… 

另外，在媒介运营过程中，加强生产、营销、人力资源管理和财务管理环节的沟通与协调也是

十分必要的，能极大地提高媒介的运作效率。 

提高传媒运营效率的根本性措施 

导入组织文化建设。长久以来，我国媒介机构关注的只是所运营的媒体本身文化风格的塑造，

而忽视媒介机构自身的文化建设。而媒介机构的文化建设对媒介运营效率的提高却很有必要。

“组织文化就是指组织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和经营哲学等精神因素及其在制度、礼仪、英雄人

物等方面的外在体现。”⑧“组织文化最本质的含义应该是指组织成员共同或共享的价值观体

系。这种价值观是深深根植于组织成员的脑海中的，并对组织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产生重大的影

响。”⑨媒介的组织文化得到员工的认同以后，这种共享和高强度认同会在媒介内部创造一种

很强的行为控制氛围，从而引导和塑造员工的态度与行为，确保媒介运行的稳定性，能极大地

提高媒介运作效率。 

导入目标管理法（MBO）。一直以来，媒介机构都是由上级分配目标给下级；而目标管理法则

是由上级和下级共同参与目标的选择并对如何实现目标达成一致意见，实质是让媒介工作人员

实现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比起其他行业来，传媒业属于高创造性的行业，从业人员更需要发

挥自主性与创造性。目标管理法能充分释放传媒人的能动性，提高效率。 

加强市场意识，增强创新能力。通常，判断某种资源和能力是否能成为核心竞争力，有四条标

准：有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⑩对于传媒行业，“有价值性”要求传媒

必须拥有市场意识（受众意识和广告主意识），这样生产出来的传媒产品才能被消费，才会形

成价值，资源的效用才能发挥出来。“难以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则要求传媒时刻要保持

创新意识，增加媒介产品的相对价值含量，这样，媒介资源的使用效率也就会得到提高。 

…… 

总之，传媒的经营与管理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同时又是相互促进的。传媒管理的改善，会

使传媒运作效率得到提高；而传媒运作效率提高以后，又会促进传媒经营的进一步改善……在

一步步地螺旋上升过程中，媒介也就发展得越来越强大。 

注释： 

①《管理学》，第6页，王凤彬、李东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二版； 

②《影视导演基础》，王心语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③《影视传播概论与技巧》，第269页，岳淼著，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 

④《电视品牌打造的宏观思考》，取自《集团化：城市电视新闻的对策》一书， 

张鲁闽、陈桂林编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 

⑤《科特勒谈营销》，第125页，菲利普·科特勒著，高登第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2年10月第1 版； 

⑥《管理学》，第319页，王凤彬、李东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二版； 

⑦《管理学》，第201页，王凤彬、李东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二版； 

⑧《管理学》，第298页，王凤彬、李东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二版； 

⑨《管理学》，第213页，王凤彬、李东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二版； 

⑩《管理学》，第27页，王凤彬、李东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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