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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链：报刊传媒衍生制胜之基 

 
内容摘要：报刊传媒的困境；传媒价值链原理及特性；传媒价值链勃发衍生力。 
关键词：报刊传媒  衍生制胜 

 

毋庸讳言，报刊传媒发展已走进事实上的艰难时期。在这样的情势下，发掘报刊传媒的价值链，促进其勃发

衍生力，已成为报刊传媒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正视报刊传媒的困境 
 

一份资料表明，全球报刊发行量和读者人数不断下降。据调查，美国读者的人数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以每年

1%的速度递减①。在20世纪70年代，将近70%的美国人每天阅读报刊；到2006年，这一数字已经下降到了50%。中

国报刊业则遭遇了20年来从未遇到过的艰难局面。调查显示：2007年1至6月，北京报刊读者比去年同期减少24万

人，上海减少86万人。现实的挑战是读者数量下滑。2005年美国报纸发行量下降12％，商务杂志的发行量下降

20％左右，传统的比如汽车或商场广告，包括分类广告受影响尤其严重；IBM已经取消了一个给《商业周刊》的

950万美元的广告订单。驻澳大利亚使馆经商处消息，在经过3年辉煌后，价值20亿澳元的澳大利亚报刊业正经历

着最困难的时期，广告收入增长缓慢，刊物销量下降，同业竞争相互压低成本，使整个报刊业处境艰难。澳大利

亚人均杂志消费量居全球前列，但许多月刊和以青少年、家庭主妇为题材的杂志销量下降很快，去年以来，这一

趋势仍未得到改善 
新兴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对年轻人产生了极大吸引力，很多年轻人都不愿花时间阅读报刊，互联网的竞争已

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报刊失去的主要是年轻读者，在德国，20年前，有70％多的青少年是报刊读者，而到了

2006年，只有46％的青少年愿意看报刊了，20年间，青少年读者流失比例高达20％。 
报刊经营生态已发生许多改变，而报刊仍未根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弊端；报刊发展仍是粗放式模式，新

的更为集约化的增长空间尚待挖掘。在这种情况下，分析报刊产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并积极

拓展资源衍生力，才能使报刊传媒在竞争中具有一席之地。 
 

 

报刊传媒价值链原理及特性 
 

价值链理论认为，价值链的每一项价值活动（基本的活动和有支持性的活动）给企业最终可以带来价值。事

实上，每一个在市场有作为的传媒，在构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塑造自己的相对竞争优势的时候，都十分重视打

造一条能带来巨大效益的价值链。  
传媒的价值链基本原理表现为：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的管理者对价值链的增值会起到不同的作用，决策者的

作用主要体现为方向性的资源性配置——从战略、计划、创新和企业文化等构建更具政治性的关键环节；传媒的

运营要有持续发展的理念，从采、编、运营等各方面都要坚定可持续发展的意识；传媒的竞争，从根本上说体现

在价值链的竞争上。 
报刊传媒的价值特性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价值延展性。不同的传媒都在寻找自己良性的延展空间，党报党刊开展的经济、社会发展论坛及大型文丛的

出版等，这是它们的特点；都市、生活类报刊进行一些事件性营销，这是它们的优势。问题是，在形成衍生产品

系列，并进行标准化和商业化持续开发方面，这些传媒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局限性，这也是价值链延展必须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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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软肋”。要创造一份报刊甚至一条新闻“不断创收”的链条，比如，新闻事件发生后，很快进入传媒的系

统，然后通过向电视、网站、广播的投放，并建立数据库供读者持续查阅。一旦这样的系统建立起来，就会有持

续的开发和延展的价值。 
业务有形关联性②。传媒共同的客户、渠道和其他因素存在而使相关业务之间的价值链活动有可能共享，即

产生有形关联。如果共享所降低的成本或增加的产品歧异性足以超过共享成本，则有形关联将激活竞争优势。在

传媒主业受到行业客观条件制约的现状下，报刊传媒可以在相关领域寻找和培育新的增长点。比如投资文化旅游

项目、影视拍摄外景基地以及其他创意产业——从文化产业意义说，这些产业与报刊具有关联度，一旦在传媒管

理和人力资源整合以及价值链活动共享上有所突破，将形成与报刊传媒高速发展相适应的竞争优势。 
资源深度协同性。报刊传媒面对的受众群体、合作伙伴、利益相关者，总的来说都具有较大的趋同性（不同

定位的媒体趋同性各异）。一般地说，采访对象有可能是读者，而读者有可能是广告主，广告主有的时候可以提

供很好的新闻来源。所以，这种资源具有先天意义上的协同性特质。  
公信力决定的开发可持续性。报刊传媒要提升价值，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公信力。公信力作为传媒重要的基

础，在价值特性中居于基础而关键的环节。报刊传媒有很多优势，打造良好的公信度，决定开发的可信赖性和可

持续性，就是最大的优势基础。 
 

 

报刊传媒价值链勃发衍生力路径 
 

一位传媒专家认为，报刊业每做一件事情，都应想到能不能在多种平台实现整合运营，一个成本投下去，在

所有平台上分享。价值链能不能一步步开发，赚完一笔钱之后，能不能第二次、第三次赚利润。这应当成为报刊

传媒价值链勃发衍生力的基本动力源。 
价值链勃发报刊衍生力，须牢牢把握四个基本要素。 
“深加工”创造“信息增值效应”。 “深加工”创造“信息增值效应”，是对已有或者即将衍生的信息

的深度挖掘，立足点在于发掘政治类信息的思辨性、经济类信息的受用价值、文化类信息的陶冶性以及生活类信

息的更加适用价值。除了新闻资讯“第一次传播”，报刊传媒要树立“淘金”意识——把采集的大量的资讯、信

息进行二度加工、深度加工，通过高度整合，使之成为更深、更精、更广泛、适应度更到位的传媒延伸产品，并

通过不同的渠道进行定向再销售，从而达到创造资讯效应增值的目的。 
“新运作”开发“价值滋生效应”。“新运作”应建立在开发媒体价值的“多产业运作”的基础上，报刊

传媒把自身的价值发掘出来，可以开发很多产业的运作③。比如名牌栏目的精品集成、相关资讯的数字化产品生

产、以传媒为核心的主题演讲或论坛……通过不断的围绕报刊传媒为核心的跨媒体运营，实现传媒在社会效应和

经济效益的多种平台整合，创造一个成本投放，多个平台分享（收益）的效果。基本的思维方式应建立在：价值

链始终能够一步步深入开发，做了一批产品赚完一笔钱之后，还有第二次、第三次……第N次的机会。 
 “新资本”塑造“传媒运营效应”。报刊等传媒要做大做强，最基本的掣肘是资金，由于一定程度上的政

策限制，业外资本、社会资本无法进入传媒，更别说国外资本了。鉴于此，通过“新资本”塑造“传媒运营效

应”要求报刊传媒不能逆政策而行，只有在政策空档进行回旋。一个很重要的出路是尽量吸纳本土的业内资本，

而地区文化产业中的强势行业的资本可以成为准业内资本，吸纳他们投向传媒产业。同时，开拓视野，把地区一

些重要的国有资本引进文化产业，再转入传媒业，这样，不仅传媒业有资金去发展，一些重要的国有资本也可以

找到寻租平台，相得益彰，从而在客观上避免地区资本外逸，共同促进地区经济总量做大。 
“新领域”实现“传媒拓展效应”。快速推进到新媒体领域，使报刊传媒在既往的坚实基础上实现“拓

展”，这是发挥报刊传媒价值链，并因此实现衍生制胜的关键一招。对于传统的报刊传媒来说，新的领域很多，

但要结合自身实际，有选择地进入，例如，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内容产业经验和规律性基础，实现主流传媒的数

字化，在平台拓展的过程中实现产业推进、效益倍增；又例如，可以利用报刊传媒的高度、集中的，一些新媒体

伤不具备的影响力，开展会展、论坛以及相关的活动，在拓展新的领域报刊传媒影响力的同时，实现价值链的衍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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