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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本书适合传媒从业人员、研究人员以及政府相关管理者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中国传媒集团国际化发展战略研究：基于跨文化的视角／
陈德金著．—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媒介经济与管理前沿论丛）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１３－０８２２２－０

　Ⅰ．中．．．　Ⅱ．陈．．．　Ⅲ．传播媒介—企业集团—跨
国经营—企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国　Ⅳ．Ｇ２１９．２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１２）第０４１１３４号

中国传媒集团国际化发展战略研究
———基于跨文化的视角

陈德金　著

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９５１号　邮政编码２０００３０）
电话：６４０７１２０８　出版人：韩建民

常熟市梅李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７８７ｍｍ×９６０ｍｍ　１／１６　印张：１６．２５　字数：２０３千字

２０１２年８月第１版　２０１２年８月第１次印刷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１３－０８２２２－０／Ｇ　定价：３８．００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０５１２－５２６６１４８１



序

古希腊学者赫拉克利特曾说过：“唯一亘古不变的事物是变化本身”。

古希腊哲学家的上述至理名言，也适用当今时代数字化传播的新潮流。事

实上，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媒介的业态环境不断发生变化，新兴

媒体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现出来，全球传媒形态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不仅媒介的数字技术条件发生了变化，而且其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事实上，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也引发了

社会环境的重大变化。譬如，２０１０ 年我国ＧＤＰ 超过日本雄居世界第二

位①。按照平均汇率折算，２０１１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５　４３２美元②。

按照世界银行对不同国家收入水平分组标准，我国已达到中等偏上国家水

平，上海、北京人均ＧＤＰ已达富裕国家水平。在此条件下，中国社会发生的

历史性变革，主要表现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

从单一文化向多元文化的变革。在开放条件下，愈来愈多的中国问题将演

变为全球问题，与此同时，愈来愈多的全球问题也已将演变为中国问题。显

然，中国传媒所处的社会环境已悄无声息地从过去的封闭环境扩展到现在

的开放环境。

①

②

马建堂．科学发展　铸就辉煌［Ｊ］．求是，２０１２（１２）．
马建堂．科学发展　铸就辉煌［Ｊ］．求是，２０１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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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是，不论是从数字技术环境下新媒体发展来

看，还是从开放条件下全球传媒市场竞争来看，我国传媒业发展现状还不能

适应新媒体和社会发展变化的要求。以版权贸易为例，２０１０年我国版权引

进１６　６０２种，版权输出５　６９１种，我国版权贸易引进输出比高达３∶１。不仅

如此，而且从进出口经营额来看，我国出版物进口出口比失衡更加严重。事

实上，２０１０年我国图书、报纸、期刊进口２６　００８．５８万美元，而出口只有３　７１１

万美元，进口出口比高达７∶１。２０１０年我国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进口１１

３８２．７０万美元，而出口仅４７．１６万美元，进口出口比竟高达２４１∶１！西方

发达国家利用传媒经济这把“双刃剑”，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价值体

系双重受创。为此，中国传媒业惟有奋起直追，不断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

力，才能不断满足日益变化中的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需要，为我国经济、社

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然而，对于数字化、新媒体传播这一

人类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后我国传媒面临的全球化传

播这一难题，我们却知之甚少，为此，上述问题亟待进一步加强研究。

令人欣慰的是，陈德金博士大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率先在国际化

战略研究领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陈德金博士的专著《中国传媒集团国际化发展战略研究》，从跨文化视

角下探讨了中国传媒集团国际化发展战略问题。该专著的创新主要是，首

先利用深度访谈，实证调查等方法，分析了中国传媒集团国际化动机及影响

因素，构建了中国传媒集团国际化动机四力模型。其次，基于文化差异理论

构建了文化距离测量指标，揭示了文化差异与目标市场选择相互作用机理，

为中国传媒集团国际化目标市场选择提供了理论支持。再次，构建了中国

传媒集团跨文化发展模式，并提出中国传媒集团国际化发展四大战略，从而

优化了中国传媒集团国际化路径，增强了中国传媒集团的国际竞争力和传

媒软实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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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金博士勤学好问、思维敏捷、成果丰硕。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

因成绩优异被推荐到德国汉堡大学进行访问学习，并获得上海市软科学基

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特别是在权威杂志《中国软科学》，以及

英文杂志“Ｍｅｄｉａ　Ａｓｉａ”发表一些高质量的论文。他参与过我主持的许多项

目的研究工作，具有比较丰富的课题研究经验和很强的协调沟通能力，是一

位在科学研究与社会工作方面发展非常全面的青年学者。

这本专著旨在通过研究方法创新、理论创新，为我国国际化传播提供理

论指导，同时也通过媒介案例分析为传媒从业人员提供启迪。本书所研究

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实践性，适合媒介管理人员、媒介爱好者以及高

等科研院所新闻传播、工商管理类研究生、本科生、教师等作为教学参考。

陈德金作为我指导的工商管理专业媒介管理研究方向的博士，尽管天

资聪慧，勤奋求学，刻苦钻研，取得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但由于媒介技术

日新月异，新兴媒体如火如荼，市场环境变化莫测，媒介管理面临诸多挑战，

为此，这本专著中各种瑕疵在所难免，权且“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我将与我的博士们继续学习，共同进步！

李本乾

２０１２年８月６日于上海



前 言

全球化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正如Ｒｏｂｅｒｔａ　Ｍ．（１９９８）所

言：企业经营的市场已不仅仅局限于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企业经营不仅仅

期待着与邻近的企业在自己区域竞争，企业的市场已经变得全球化了。在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央政策强化了“国际化”政策导向，文化与传媒产业国

际化的相关政策，极大地激发了传媒产业的国际化激情，使得新兴的传媒产

业得到了快速发展，２００９年全国总产值达到４　９０７．９６亿元，比２００８年增长

了１６．３％。

尽管当前世界经济高度全球化，然而中国传媒企业真正实施国际化的

相对较少，对传媒产业国际化理论研究也很少。尤其传媒产品作为一种文

化产品，由于“文化折扣”的存在，传媒集团的国际化发展需要充分考虑跨文

化的影响。因此，本书借助Ｍｅｌｉｎ（１９９３）国际化概念（国际化首先是目标市

场选择，其次是进入模式决策），基于跨文化理论，以中国传媒集团为研究对

象，进行跨学科研究探索，研究了文化差异与目标市场选择、跨文化风险与

进入模式决策，探索中国传媒集团“中国特色”国际化发展战略，充实了国内

在交叉学科方面的研究。研究主要内容与结论如下：

（１）构建了中国传媒集团国际化动机四力模型。

以Ｄｕｎｎｉｎｇ国际化动机理论为基础，通过对中国传媒集团相关领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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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进行深度访谈，对中国传媒集团国际化战略动机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

发现，Ｄｕｎｎｉｎｇ国际化动机的资源导向型与战略导向型在中国传媒集团国

际化进程中不适用，而市场型与效率型与中国现状吻合。通过对问卷进行

因子分析发现，中国传媒集团国际化动机可以归纳为四种力量：政府推动

力、市场拉动力、品牌驱动力与集团策动力，并因此构建了中国传媒集团国

际化动机的四力模型。

（２）实证了文化差异与中国传媒集团国际化目标市场选择的关系。

对文化差异进行了研究，基于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文化维度，结合 Ｋｏｕｇｕｔ和

Ｓｉｎｇｈ（１９８８）文化距离的测量方法，计算了中外的文化距离。通过搜集中国

出版集团国际化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文化距离、地理距离、ＧＤＰ与投资环

境指数对于国际化目标市场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出版集团国际化目标

市场选择与文化距离、ＧＤＰ显著正相关，而与地理距离显著负相关，与投资

环境指数正相关，但不显著。通过实证结果发现：中国传媒集团倾向选择文

化距离较大的目标市场。对这种“异象”进行了探讨：一方面可能由于中国

传媒集团国际化程度较低；另一方面，为了在文化距离更大的市场宣传中国

的文化理念与意识形态，进一步吻合了国际化动机的实证结果。

（３）探讨了中国传媒集团国际化目标市场选择与进入模式决策方法。

研究了中国传媒集团国际化目标市场选择的影响因素，从决策者角度

出发，考虑目标国家风险和市场吸引力等因素，利用决策过程方法，构建了

目标市场选择的动态ＤＭＰ模型；同时，从跨文化风险视角，构建了中国传媒

集团国际化进入模式选择的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ＡＨＰ）给出了中国

传媒集团国际化进入模式选择的ＡＨＰ模型，提升了中国传媒集团国际化进

入模式决策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４）提出了中国传媒集团跨文化发展四大战略。

从文化差异、文化风险与跨文化冲突三个方面对跨文化进行了阐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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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研究了中国传媒集团国际化目标市场选择、进入模式决策以及跨文化冲

突处理模型，从而构建了中国传媒集团跨文化发展模式（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ＣＤＭ），并结合中国传媒集团国际化现状，对跨文化发展

模式的推进路径进行了研究，给出了中国传媒集团国际化发展的四大战略：

环境政策优化战略、产业链锻造战略、品牌塑造战略和跨文化协同战略。

本书的创新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基于Ｄｕｎｎｉｎｇ国际化动机理论，分析了中国传媒集团国际化的影

响因素，利用深度访谈，实证调查了中国传媒集团国际化动机。通过因子分

析，构建了中国传媒集团国际化动机四力模型：政府推动力、市场拉动力、品

牌驱动力和集团策动力，且在实践中对四力模型进行了检验，进一步丰富了

国际化动机理论。

第二，基于文化差异理论，构建了文化距离测量指标，并实证检验了文

化差异对中国传媒集团国际化目标市场选择的影响，分析了文化差异对目

标市场选择的作用机理，为中国传媒集团国际化目标市场选择提供了理论

支持，弥补了国内在此方面研究的不足。

第三，基于跨文化竞争力理论，尝试分析跨文化因素对中国传媒集团国

际化发展的作用机理，构建了中国传媒集团跨文化发展模式，并提出中国传

媒集团国际化发展四大战略，从而优化了中国传媒集团国际化路径，增强了

中国传媒集团的国际竞争力和传媒软实力。

陈德金

２０１２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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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绪　论

１．１　本书的研究背景与意义

１．１．１　本书的研究背景

１）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

正如Ｒｏｂｅｒｔａ　Ｍ．（１９９８）所言：企业经营的市场已不仅仅局限于一个特

定的地理区域，企业经营不仅仅期待着与邻近的企业在自己区域竞争，企业

的市场已经变得全球化了。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各国

经济逐步融为一体。截至２００８年７月，世界贸易组织共有成员国１５３个，世

贸组织的贸易量已占世界贸易的９５％以上①。区域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全球

化注入了新的活力，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性经

济组织相继成立，各国的经济互相融合、互相依存。企业纷纷打破国家、地

区、甚至是企业自身的界限，在全球市场范围内展开竞争，优化资源配置，寻

求企业利润的增长点（李景峰，２００２）。据联合国《２００８年世界投资报告》：全

① 世界贸易组织：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ｚｉｌｉａｏ／２００３－０１／２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７０９５７８．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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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连续第５年呈增长态势，２００７年全球ＦＤＩ增长

３０％，达１８　３３０亿美元；２００７年，全球跨国公司的销售总额达到３１万亿美

元，比２００６年增加２１％；全球外国子公司的附加值（总产值）约占全球国内

生产总值的１１％，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种趋势。

尽管经济全球化已成定势，然而国际化发展中的ＦＤＩ研究却存在着偏

狭。ＦＤＩ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投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新

兴工业国家，很少涉及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工业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Ｍａｋｉｎｏ　Ｓ．２００２）。中国作为新兴的市场，正在改变着这一现象，在经济全

球化浪潮加速和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前提下，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对外

投资来源地的重要一极。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变化以及投资地区的

分布来看，中国正在经历着由“引进来”为主导，转变为“引进来”与“走出去”

并重（刘建丽，２００９）。中国对外投资量自１９９０年以来，不断呈现上涨趋势，

２００９年达到５６５．３亿美元（表１．１）。ＦＤＩ每年在各个大洲投资数量也在不

断增长，从总量上看，主要投资于亚洲和拉丁美洲（见表１．２、表１．３）。

表１．１　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投资流量 年份 投资流量 年份 投资流量

１９９０　 ９　 １９９７　 ２６　 ２００４　 ５５

１９９１　 １０　 １９９８　 ２７　 ２００５　 １２２．６

１９９２　 ４０　 １９９９　 １９　 ２００６　 ２１２

１９９３　 ４３　 ２０００　 １０　 ２００７　 ２６５．１

１９９４　 ２０　 ２００１　 ６９　 ２００８　 ５５９．１

１９９５　 ２０　 ２００２　 ２７　 ２００９　 ５６５．３

１９９６　 ２１　 ２００３　 ２８．５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摘自《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１９９０～２００１）；中国商务
部：《中国贸易年鉴》（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２００８年９月）、
《２００８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２００９年９月）与《２００９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
报》（２０１０年９月）。



３　　　　

表１．２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中国跨国直接投资流量地区分布

（单位：亿美元，％）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亚洲 １５　 ５２．５　 ３０　 ５４．６　４３．７　３５．６　７６．６　４３．４　１６５．９　６２．６

拉丁美洲 １０．４　３６．５　１７．６　３２．０　６４．７　５２．６　８４．７　 ４８　 ４９　 １８．５

欧洲 １．５　 ２．６　 １．７　 ３．１　 ５．１　 ４．２　 ５．９　 ３．４　 １５．４　 ５．８

非洲 ０．７５　 １．３　 ３．１７　 ５．８　 ４　 ３．３　 ５．２　 ２．９　 １５．７　 ５．９

北美 ０．５８　 ２．０　 １．２６　 ２．３　 ３．２　 ２．６　 ２．６　 １．５　 １１．３　 ４．３

大洋洲 ０．３４　 １．１　 １．２　 ２．２　 ３　 １．７　 １．３　 ０．８　 ７．７　 ２．９

表１．３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中国跨国直接投资存量地区分布

（单位：亿美元，％）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亚洲 ２６５．６　８０．０　３３４．２　７４．６　４０６．３　７１．０　４７９．７　６３．９　７９２．２　６７．２

拉丁美洲 ４６．２　 １４　 ８２．７　１８．５　１４．８　 ２．０　１９６．８　２６．３　 ２４７　 ２０．９

欧洲 ５．３　 １．６　 ７．５　 １．７　１５．９８　２．８　 ２２．７　 ３　 ４４．６　 ３．８

非洲 ４．９　 １．５　 ９　 ２　 １５．９　 ２．８　 ２５．６　 ３．４　 ４４．６　 ３．８

北美 ５．５　 １．７　 ９．１　 ２．４　 １２．６　 ２．２　 １５．９　 ２．１　 ３２．４　 ２．７

大洋洲 ４．７２　 １．４　 ５．４　 １．１　 ６．５　 １．１　 ９．４　 １．３　 １８．３　 １．６

２）国家国际化战略导向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抓住机遇，极力支持中国企业的国际化

战略，中央政策强化了“国际化”政策导向。自１９９９年党中央提出实施“走出

去”战略以来，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８日，江泽民主席在党的十六大上提出“坚持‘引

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将“走出去”作为中国经

济发展的重要议题（江泽民，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８日，在讨论《中共中央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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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温家宝总理提出

要“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

（温家宝，２００５）。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胡锦涛总书记同样

指出，２００６年“要积极稳妥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实现互利互惠和共同发展”

（胡锦涛，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将“拓展对外开放

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性经济水平”作为“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

大举措之一，提倡“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支持“企业在研发、生产、

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加快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

（胡锦涛，２００７）。

中央的指导思想非常清晰，国际化导向政策非常明确，从“十五”开始，

积极支持中国企业向海外进军，建立跨国公司。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走出

去”是一种必然的选择。通过实施国际化战略，企业可以开拓市场空间、优

化产品结构、获取经济资源、争取技术来源。薛求知等（２００８）认为中国经济

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使得中国成为新兴

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地，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的基础上，通

过统计资料、问卷调查及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系统解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

资的现状，进一步论证了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因此，“走

出去”战略可以促使中国企业在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更加相互依存的世

界中提高国家经济安全水平，提升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国际分工和

资源分配中争取更有利的形势，并通过投资改善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关系；

同时中国企业“走出去”可以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

产业整合和资源整合。

３）国家对于文化与传媒产业的扶持

在分析文化产业与传媒产业的相互关系之前，应该厘清两者之间的关

系。国家统计局在《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中，将文化产业界定为向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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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

（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４）。显然，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类，传媒产业属于文化产

业的一部分。由于传媒产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对于文化产业振兴的相关

政策，势必影响传媒产业的发展。因此，研究中国传媒产业国际化问题，必

然涉及对于文化产业的相关研究。目前，国内外对于文化产业的理解还没

有形成高度统一的、权威的认同（见表１．４）。

表１．４　不同国家和组织的文化产业分类与内容

国家／组织 文化产业的内容与分类

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

文化遗产、出版印刷业和著作文献、音乐、表演艺术、视觉艺术、音频
媒体、视听媒体、社会文化活动、体育和游戏、环境和自然等１０类

国际标准产业
分类（第三版）

①文化内容发源：书籍、音乐、报刊和其他相关资料的出版、软件咨询
和供应、广告业、摄影活动、广播电视、戏剧艺术、音乐和其他艺术活
动；②文化产品的制造：电子元件制造、电视广播发射器和电话机装
置的制造、电视广播接收器、磁带、录像机装备和附件的制造、光学仪
器和摄影仪器的制造、乐器的制造；③文化内容的翻印和传播：印刷
业、录制媒体的再生产、电影和录像的制造与发行、电影放映；④文化
交流：其他娱乐业、图书馆和档案活动、博物馆活动、历史遗迹和建筑
物的保护

加拿大
①信息和文化产业（出版业、电影和录音业、电视广播、因特网、电信
业、信息服务业）；②艺术、娱乐和消遣（演艺、体育、古迹遗产机构、游
乐、赌博和娱乐业）

澳大利亚

①文化遗产和古迹，如博物馆、自然遗产和保护、图书和档案馆等；②
艺术活动，如文学作品的创作、出版和印刷，表演艺术、音乐创作和出
版，广播、电视和电影等；③体育和健身娱乐活动；④文化产品的制造
和销售；⑤其他文化娱乐类

美国 ①文化艺术业含表演艺术、艺术博物馆；②影视业；③图书业；④音乐
唱片业

英国
（创意产业）广告、建筑、艺术和古董市场、手工艺、设计、时尚设计、电
影、互动休闲软件、音乐、电视和广播、表演艺术、出版和软件等１３个
部门

欧盟

（内容产业）制造、开发、包装和销售信息产品及其服务的产业，包括
各种媒介上所传播的印刷品内容（报纸、杂志、书籍等），音像电子出
版物内容（联机数据库、音像制品服务、电子游戏等），音像传播内容
（电视、录像、广播和影视），用做消费的各种数字化软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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