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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所谓传媒是指&ldquo;大众传播媒介&rdquo;。广义的大众传媒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

、电影、图书、音像制品以及正在迅速崛起的互联网络。其中报刊、电视、广播与互联网是

四种主要的新闻信息传播媒介。作为社会信息传播的媒介，传媒业涵盖了信息生产、加工、

传播等领域，具有典型的信息服务业的特征；同时，传媒的信源（即各媒体所传播的内容）

具有强烈的文化、人文特征，使得传媒业也属于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因此可以将传媒业归为

信息服务业与文化产业交叉的一个边缘性产业。

近年来，电视、互联网及移动媒体成为产业增长的主要支柱。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角力更加

白热化，互联网及移动媒体行业收入的增长幅度领跑各细分市场，市场份额超越传统媒体，

网络广告市场规模也追平电视媒体，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替代作用愈发明显。  

2000年中国传媒产业总产值只有1500亿元，2013年突破了1万亿元，2018年突破了2万亿元

，2020年虽受疫情影响但依然正向增长根据&ldquo;传媒蓝皮书&rdquo;课题组的统计，2020年

中国传媒产业总产值达25229.7亿元，同比增长6.51%，虽然增长率较2019年下跌3.3个百分点，

但依然高于GDP增长率。传媒细分领域呈现两极化发展态势，报刊、图书、电影等传统领域

业务受疫情影响收入有所下降，但网络视听、网络广告、网络游戏等互联网业务在疫情背景

下的&ldquo;宅经济&rdquo;中却呈超常发展态势。  

不同媒介形态的行业发展特征各异。广播电视广告收入、报刊收入持续下滑，而网络视听、

网络游戏等保持增长优势。技术赋能下，网络广告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社交媒体和视频媒

体将分配到更多的数字营销预算。  

在全球范围内，传统报业持续受到新兴媒介产业的压力，收入不断萎缩。未来一段时间内，

全球传媒产业将有以下几个发展趋势：新兴数字传媒产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传统传媒产品

加快了数字化转型和探索的步伐；人工智能算法使得传媒产品可以精准匹配内容与受众，推

动传媒产品愈趋个性化；全球数据消费的激增，各类数据安全隐私问题将社交媒体巨头推至

风口浪尖；在未来的几年中，媒体融合仍将是全球传媒及娱乐产业发展的主旋律。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传媒行业发展态势与投资分析报告》共十五章。首先介

绍了传媒的定义、分类标准、行业特点及社会角色定位等，接着分析了国际国内传媒产业的

现状和市场运行情况，然后具体介绍了电视媒体、网络媒体、广播、户外媒体、报纸、期刊

、电影的发展。随后，报告对传媒产业做了国内外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行业竞争分析、

资本运作分析、存在问题及对策分析、投资分析，最后分析了传媒产业的发展前景与未来趋

势。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文旅部、商务部、中企顾



问网、中企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

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传媒产

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传媒相关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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