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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市场入手，分析市场失灵的原因以及媒介产品的特性，并对媒体市场化的负面效应进行梳理，
透析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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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禹建强，河南南阳人、传播学博士，曾在新闻一线工作八年，发表论文四十余篇，著作有《媒介战略
管理案例分析》(华夏出版社)、《中国媒体经典个案剖析》、《尴尬的接近权——网络社会的敏感话
题》(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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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充满灵性的经济学》一书中说道：“在1932至1945年间，人们已
经抛弃了那种把市场价格机制当作经济生活主宰的信仰。”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纽约
市立大学教授马克维茨提出：“市场没有心脏和大脑，因而不能指望市场自身能够自觉地意识到它所
带来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更不能指望市场自身来纠正这种不平等。”也就是说，市场经济虽然是经
济活动的重要调节机制，但市场机制绝对不是万能的，它不可能解决一切经济和社会问题。    资源的
配置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所谓资源的合理配置是指社会如何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
在各种可能的使用方向上做出选择、调配，以期获得最大效益，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要的过程。在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传媒走向市场后，市场机制必然在传媒经济中产生
作用，市场成为引导传媒资源配置的内在力量。    市场是一种以价格、供求和竞争为主要内容而构成
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调节机制，市场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的。萨缪尔森认为，“市场的关
键特征是，它使买方和卖方一起确定价格和数量。简言之，市场就是一种商品的买者和卖者相互影响
以决定其价格和数量所利用的一种机制。”①具体地讲，厂商“生产什么、怎么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
题主要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厂商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动机来购买投入，进行生产和出售产品
，而拥有要素收入的居民户则决定市场上的商品需求。厂商的供给和居民户的需求的相互作用决定着
物品的价格和数量。”    萨缪尔森的定义延续了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早在1776年，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市场的核心主旨是生产者之间和消费者之间的竞争；生产者和消费
者在市场上具有同等的力量；任何生产者和消费者在生产与消费过程中都以自利的经济动机做出决定
；市场可进行自身调节，其结果是商品生产的数量与消费者的需求相当，价格则为双方所接受，并在
调节中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动的需求。    市场机制的核心是价格机制，价格机制的作用是均衡价格以结
清市场，并以此作为最重要的经济信息引导社会的资源配置。因为价格是由供求决定的，同时又决定
着供求。价格涨落的行情变化，好比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各个产品生产者依据市场价格涨落
，自动调整其生产经营的水平、规模和方向等，从而在供求非均衡的经济波动中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
配置。    P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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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国媒体走向市场后，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过分追求经济效益、不正当竞争、缺乏诚信、内容媚俗、
广告畸形等。本书从市场入手，分析了市场失灵的原因以及媒介产品的特性，并对媒体市场化的负面
效应进行了爬梳，透析了其产生的原因。结尾部分针对这些市场化媒体出现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
具有一定可行性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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