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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国民文化消费水平的持续提升为行业增长提供内生动力。媒介变革刺激传媒业态裂变的同

时，资本纷纷涌入，技术、渠道、内容三类资源加速整合，行业 竞争格局被重塑。在GDP增

速总体下滑的趋势下，过去十年我国传媒产业总值增速 长期在GDP增速之上，并一直保持

在12%以上。2015年，我国传 媒产业总值超过1.2万亿大关，增速同比放缓，但仍达到12.4%。

2016年预计传媒产业总值将达到14382.3亿元，同比增长12.8%。  

 2006-2015 年中国传媒产业总值与增长率

 

      而消费需求方面，我国居民教育文化和娱乐人均消费支出稳步增 长。最近三年我国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中教育文化和娱乐类占比分 别为：10.57%、10.60%、10.97%。而2016年前三季度

，我国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中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为1350.84元，占全部消费 支出的11.03%.

 过去三年及 2016 年前三季度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教育、文化和娱乐分类的变化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传媒市场全景调查与行业竞争对手分析报告》

共十五章。首先介绍了传媒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传媒规模及消费需求，然

后对中国传媒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传媒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

您若想对中国传媒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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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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2014-2016年中国传媒业市场分析

4.1　中国传媒市场发展总况

供给方面，从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来看，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近 五年保持了增长趋势，但在

经历了2012年的35.26%的高增长后， 增幅一直在收缩。2015年，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固定



资产投资 完成额为6724.12亿元，同比增幅8.60%，即2011年以来首次低 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额（9.76%）。2016年前10个月，该 项增速回升至14.80%。

 过去五年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情况

 

在线视频方面，网剧时长将大大缩短。目前主流网剧的每集 时长还是没有与台播电视剧区分

开，基本都在45分钟左右。 但是观察到多部在年轻人中热度较高的网剧在时长已经 与台播电

视剧明显区分开。年底大热的国产网剧《陈二狗的 妖孽人生2》每集20分钟，中韩合作的《最

佳情侣》每集30 分钟，刷爆社交网络的《心里的声音》每集时长仅12分钟左 右。这种短时长

网剧颠覆了原先电视剧的创作规律，要求铺 垫精短，情节紧凑，高光密集。

游戏方面，2016年手游占网络游戏的比例超过端游，占全部 网游近半。从2014年开始，许多

端游大厂就开始将旗下端IP 改编成手游，催生出大量优质、重度的手游产品。

 2011 年-2016 年我国网络游戏市场结构变化

 2011 年-2015 年我国移动游戏市场规模变化

 

近年来，我国游戏研发实力显著增强，行业整体业绩实现飞跃。 2015年，中国网络游戏产业

总销售收入为1407亿元，其中 986.70亿元来自自主研发游戏，占总销售收入的70.13%。而自主

研发游戏在海外的销售收入则达到53.10亿美元，约合人 民币355.77亿元，占自主研发游戏总

收入的36.06%。而近年来， 随着国内游戏开发水平的提高和对海外受众偏好把握的增强，我 

国自主研发游戏开拓海外市场较为顺利，海外收入增速长期高于 国内市场。

 2011 年-2015 年我国网络游戏销售收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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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　2015年维旺迪经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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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2014-2016年国内主要上市传媒企业经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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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未来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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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　未来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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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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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　经营效益分析

10.5.3　业务经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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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7.1　企业发展概况

10.7.2　经营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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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3　业务经营分析

10.8.4　财务状况分析

10.8.5　未来前景展望

10.9　上市公司财务比较分析

10.9.1　盈利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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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3　营运能力分析

10.9.4　偿债能力分析

 

第十一章　2014-2016年中国传媒业竞争分析

11.1　2014-2016年传媒业竞争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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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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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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传媒产业的竞争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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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兼顾受众、对手及自身的三维竞争

11.3.3　用经济与出色创造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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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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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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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内容为王&rdquo;走向&ldquo;产品为王&rdquo;

11.6.3　从&ldquo;巨内容&rdquo;走向&ldquo;微内容&rdquo;

 

第十二章　2014-2016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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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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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　解决东西部传媒经济失衡的对策

13.3.4　中国报业集团的发展对策

13.4　浅析今后几年传媒产业的重塑

13.4.1　传媒创新从改变方式开始

13.4.2　平台衍生媒介新业态

13.4.3　重新塑造传媒价值体系

13.4.4　应对新问题与新挑战

 

第十四章　传媒行业的投资分析

14.1　传媒业的投资环境分析

14.1.1　产业外部环境因素及其影响

14.1.2　行业风险与产出投资特性

14.1.3　行业吸引投资者广泛关注

14.1.4　产业IPO形势大好

14.1.5　产业投资形势判断

14.2　传媒业细分市场投资点

14.2.1　广播电视产业

14.2.2　互动电视

14.2.3　车载电视媒体

14.2.4　出版业

14.3　传媒行业整体风险分析

14.3.1　结构性风险

14.3.2　市场风险

14.3.3　政策风险

14.3.4　财务风险

14.4　传媒业并购中的特有风险分析

14.4.1　资产减值风险

14.4.2　对赌协议风险

14.4.3　并购后风险

14.4.4　谨防风险促并购

14.5　传媒投资领域的可行性分析



14.5.1　媒体核心业务

14.5.2　传媒经营业务

14.5.3　传媒咨询整合业务

14.5.4　传媒技术装备业务

14.6　中国传媒产业的投资策略

14.6.1　专注细分市场

14.6.2　延伸传媒产业价值链

14.6.3　跨行业及跨媒体的整合

14.6.4　提供增值服务

14.6.5　打造新型媒体巨人

 

第十五章　传媒业的前景和趋势预测（ZY ZM）

15.1　传媒业的发展前景

15.1.1　全球传媒业发展预测

15.1.2　中国传媒业增长前景

15.1.3　中国媒体市场发展机遇

15.1.4　2017-2022年中国传媒产业市场规模预测

15.2　中国传媒业的发展趋势分析

15.2.1　互联网广告市场规模将超越传统媒体

15.2.2　移动商务将占互联网近半壁江山

15.2.3　媒体融合将有新进展

15.2.4　产业有机融合

15.2.5　互联网巨头大举进军传媒业

15.2.6　大数据成为传媒业的标配

15.2.7　新闻网站迎来上市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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