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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媒体绩效考评，是指运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对媒体绩效进行考核并作出综合评

定、评价。 媒体的绩效考评不同于一般企业和一般公共组织，更不同于对组织员工个人的考

评。 对它的考评，既要关心其社会效益，也要关心其经济效益。 本文运用德菲尔法、层级分析

法、综合指数法等方法，构建了媒体绩效考评的“资源资产潜力、经营管理能力、结果效益实

力”３ 项一级考核指标和 １８ 项二级考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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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的绩效，是指媒体在一定的时间与条件

下履行传播职能，满足受众需求的业绩、效果和效

率。 媒体绩效考评，是指运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
对媒体绩效进行考核并作出评定和评价。 媒体的

绩效管理不同于一般企业和一般公共组织，对它

的考评，既要关心其社会效益，也要关心其经济效

益。 我国目前媒体的绩效考评，大多停留在微观

的媒体产品评奖和内部的人事工作量考核，尚未

形成全面的科学的易操作的中观和宏观绩效考评

体系。
要做好媒体绩效考评，就要搞清楚“为什么

考评”（考评目的）、“谁来考评”（考评主体）、“怎
么考评” （考评方法）、“考评什么” （考评指标体

系）和“为什么这么考评（考评机制研究）”相关问

题。 对于媒体绩效考评的主体和媒体绩效考评的

机制，笔者已有专文论述（参见《重庆工商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媒绩效考评的

主体和机制探析 》），这里侧重对中观的媒体绩效

考评指标体系进行探讨。

一、确定媒体绩效考评指标的范围和

内容

指标是反映总体事物数量特征的概念。 指标

体系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指标组成的

一个指标系统。 客观现象错综复杂，各种现象之

间存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要反映事物的

各个方面及其发展变化的整个过程，就需要设计

和运用一系列指标。 构建媒体绩效考评指标首先

要确定考评的方向、范围，确定各项具体指标和各

指标间的关系，如此才能更好地反映媒体的工作

过程、工作方法和工作实绩。
基于对媒体绩效考评中行为过程与结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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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机制、业绩与效率结合机制、实力与能力结合

机制、传者与受者结合机制和两个效益相结合机

制的研究，笔者根据德菲尔法的原则［１］，运用赞

成或反对，在最初的 ５ 项一级指标中最后确定了

考察媒体绩效的 ３ 个一级指标：媒体资源资产潜

力、媒体经营管理能力、媒体结果效益实力。 这三

者之间既各有侧重又紧密相关，既互相补充又互

相印证，周而复始，不断循环。 “潜力”是形成绩

效的基础与条件，“能力”是形成绩效的动力，“实
力”是绩效的最终表现，又转化为新的潜力。 媒

体绩效考评应当以“潜力”为基础，以“能力”为重

点，以“实力”为根本。
我们把二级指标按照李克特 ５ 级量表划分为

“很重要、重要、比较重要、一般、不重要” ５ 个档

次，分别赋以 ５、４、３、２、１ 分，请相关专家打分。 通

过计算，我们把标准差较大、数值的代表性较差的

指标排除在外后，各指标的重要程度的分值大于

或等于 ３，方可进入下一轮，并最终入选二级指

标。 通过三轮打分后每一个专家不再改变自己的

意见。 最后，我们根据专家意见趋于一致的指标，
把原来的 ２６ 个二级指标缩减到 １８ 个。

二、确定媒体绩效各级指标的权重
确定了考评指标后，我们需要确定各指标的

权重值。 媒体绩效考评指标的权重系数是各指标

相对于媒体绩效贡献度的一种度量，这一权重值

与指标对传媒组织绩效影响的大小成正比，数值

范围为 ０～１，而每一级所有指标的权重值之和等

于 １。 不同的权重系数往往会导致不同的测度结

果。 因此，我们力求指标体系权重系数赋值具有

科学性。 由于传媒组织绩效考评的指标较多，且
很难在主观上确定各指标对传媒组织绩效影响的

轻重，本文结合专家意见，采用使用较为普遍的层

次分析法［２］来确定各考评指标的权重。
（一）通过层级分析法确定一级指标权重

１．确定媒体绩效考评总目标为 Ａ 和一级指标

Ｂ （Ｂ１，Ｂ２，Ｂ３），即：
Ａ＝媒体绩效的整体水平

Ｂ＝（Ｂ１，Ｂ２，Ｂ３）
其中，Ｂ１ 为资源资产潜力，Ｂ２ 为经营管理能

力 ，Ｂ３ 为结果效益实力。

２．构造 Ａ－Ｂｉ 判断矩阵（ ｉ＝ １，２，３）

（绩效）Ａ （潜力）Ｂ１ （能力）Ｂ２ （实力）Ｂ３

（潜力）Ｂ１ １ １ ／ ３ １ ／ ２

（能力）Ｂ２ ３ １ ２

（实力）Ｂ３ ２ １ ／ ２ １

判断矩阵中的数值是约请专家学者根据 １～９
级判断尺度多次修改确定的。

３．计算一级指标的重要性排序

ＷＢ１ ＝ ３ １ × （１ ／ ３） × （１ ／ ２） ＝ ０．５５

ＷＢ２ ＝ ３ ３ × １ × ２ ＝ １．８２

ＷＢ３ ＝ ３ ２ × （１ ／ ２） × １ ＝ １

　 　 然后对其向量ＷＢ１ ＝ （ＷＢ１ＷＢ２ＷＢ２）Ｔ 进行归一

化处理，得到向量 ＷＡ ＝（０．１６，０．５４，０．３０）。 由于：

ＰＷＡ ＝
１ １ ／ ３ １ ／ ２
３ １ ２
２ １ ／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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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对应的最大特征根：

λｍａｘ ＝
１
３

０．４９
０．１６

＋ １．６２
０．５４

＋ ０．８９
０．３０

æ

è
ç

ö

ø
÷ ＝ ３

　 　 ４．进行一致性检验

ＣＩ ＝
λｍａｘ － ｎ
ｎ － １

　 　 此时，ｎ＝ ３， 对应的 ＲＩ＝ ０．５８。
ＣＩ＝Ｏ　 　 ＣＲ＝ＣＩ ／ ＲＩ＝ ０＜０．１
这表明一级指标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

性。 因此 ＷＡ ＝（０．１６，０．５４，０．３０）的各个分量可以

作为对应考评指标的权重值。
其中，Ｂ１ 为资源资产潜力，权重为 ０．１６；Ｂ２ 为

经营管理能力，权重为 ０．５４；Ｂ３ 为结果效益实力，
权重为 ０．３０。

（二）确定二级指标权重

１．构造 Ｂ１－Ｂ１ｊ矩阵（ ｊ＝ １，２，…，６）
λｍａｘ ＝ ６　 ＣＩ ＝ ０

　 　 判断一致性得 ＣＲ ＝ ０＜０．１，说明该判断矩阵

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因此，所得 ＷＢ１ ＝ （０．１ ０．２
０ ２ ０．２ ０．２ ０．１）的各个分量可以作为一级指标资

源资产潜力下的各个对应二级考评指标的权

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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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１ Ｂ１１ Ｂ１２ Ｂ１３ Ｂ１４ Ｂ１５ Ｂ１６ ＷＢ１（权重值）

制度资源 Ｂ１１ １ １ ／ ２ １ ／ ２ １ ／ ２ １ ／ ２ １ ０．１

信息资源 Ｂ１２ ２ １ １ １ １ ２ ０．２

人才资源 Ｂ１３ ２ １ １ １ １ ２ ０．２

固定资产 Ｂ１４ ２ １ １ １ １ ２ ０．２

流动资产 Ｂ１５ ２ １ １ １ １ ２ ０．２

不良资产比率 Ｂ１６ １ １ ／ ２ １ ／ ２ １ ／ ２ １ ／ ２ １ ０．１

用如上方法，分别构造 Ｂ２－Ｂ２ｊ判断矩阵和Ｂ３－Ｂ３ｊ判断矩阵，如下所示：

Ｂ２ Ｂ２１ Ｂ２２ Ｂ２３ Ｂ２４ Ｂ２５ Ｂ２６ ＷＢ２（权重值）

经营管理体制 Ｂ２１ １ １ ／ ２ １ ／ ２ １ ／ ２ １ ／ ２ １ ０．１
媒 体 信 息 传 播

力 Ｂ２２
２ １ １ １ １ ２ ０．２

媒体公信力 Ｂ２３ ２ １ １ １ １ ２ ０．２

总资产报酬率 Ｂ２４ ２ １ １ １ １ ２ ０．２

总资产周转率 Ｂ２５ ２ １ １ １ １ ２ ０．２

总资产负债率 Ｂ２６ １ １ ／ ２ １ ／ ２ １ ／ ２ １ ／ ２ １ ０．１

Ｂ３ Ｂ３１ Ｂ３２ Ｂ３３ Ｂ３４ Ｂ３５ Ｂ３６ ＷＢ３（权重值）

传媒获奖数 Ｂ３１ １ １ １ ／ ２ １ ／ ２ １ ／ ２ １ ／ ２ ０．１

受众满意程度 Ｂ３２ １ １ １ ／ ２ １ ／ ２ １ ／ ２ １ ／ ２ ０．１

媒体市场占有率 Ｂ３３ ２ ２ １ １ １ １ ０．２

媒体营业增长率 Ｂ３４ ２ ２ １ １ １ １ ０．２

资本保值增值率 Ｂ３５ ２ ２ １ １ １ １ ０．２

媒体总资产增长率 Ｂ３６ ２ ２ １ １ １ １ ０．２

　 　 判断一致性得 ＣＲ ＝ ０＜０．１，说明该判断矩阵

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因此，所得 ＷＢ２ ＝ （０．１ ０．２
０ ２ ０．２ ０．２ ０．１）的各个分量可以作为一级指标经

营管理能力下的各个对应二级考评指标的权

重值。
判断一致性得 ＣＲ ＝ ０＜０．１，说明该判断矩阵

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因此，所得 ＷＢ３ ＝ （０．１ ０．１
０ ２ ０．２ ０．２ ０．２ ）的各个分量可以作为一级指标结

果效益实力下的各个对应二级考评指标的权

重值。

（三）层次总排序

综合考虑一级指标权重和二级指标对应一级

指标的权重，得到各二级指标相对于传媒组织绩

效考评总目标 Ａ 的权重值，如下表所示。

三、对媒体绩效一、二级指标的解析
下面我们对上述一、二级指标做必要的解析。
（一）媒体资源资产潜力维度

对媒体而言，媒体的潜力是指在媒体考评进

行前媒体就已经具有的潜在的力量，也可以具体

化为媒体上一个考评周期形成的实力。 它是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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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新的绩效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是媒体发 展的潜在力量，能够给传媒带来预期的效益。

一级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类型

及获得方式

二级指标针

对总目标的

权重值（ＷＡ×ＷＢ）

资源资产潜力 Ｂ１

权重为 ０．１６

１ 制度资源 Ｂ１１ （主观）问卷调研 ０．０１６

２ 信息资源 Ｂ１２ （主观）问卷调研 ０．０３２

３ 人才资源 Ｂ１３ （主观）问卷调研 ０．０３２

４ 固定资产 Ｂ１４ （客观）财务报表 ０．０３２

５ 流动资产 Ｂ１５ （客观）财务报表 ０．０３２

６ 不良资产比率 Ｂ１６ （客观）财务报表 ０．０１６

经营管理能力 Ｂ２
权重为 ０．５４

７ 经营管理体制 Ｂ２１ （主观）问卷调研 ０．０５４

８ 媒体传播力 Ｂ２２ （主观）问卷调研 ０．１０８

９ 媒体公信力 Ｂ２３ （主观）问卷调研 ０．１０８

１０ 总资产报酬率 Ｂ２４ （客观）财务报表 ０．１０８

１１ 总资产周转率 Ｂ２５ （客观）财务报表 ０．１０８

１２ 总资产负债率 Ｂ２６ （客观）财务报表 ０．０５４

结果效益实力 Ｂ３

权重为 ０．３０

１３ 传媒获奖数 Ｂ３１ （客观）资料调研 ０．０３

１４ 受众满意程度 Ｂ３２ （主观）问卷调研 ０．０３０

１５ 媒体市场占有率 Ｂ３３ （客观）资料调研 ０．０６０

１６ 媒体营业增长率 Ｂ３４ （客观）财务报表 ０．０６０

１７ 资本保值增值率 Ｂ３５ （客观）财务报表 ０．０６０

１８ 媒体总资产增长率 Ｂ３６ （客观）财务报表 ０．０６０

　 　 媒体的潜力实际包括媒体已有的资源和资

产。 我们这里所说的资源主要指媒体所拥有的制

度资源、信息资源、人力资源等。 媒体资源是指媒

体生存发展的基本政治条件、法律保护条件和信

息资源以及人才环境。 媒体拥有的政治、文化信

息资源的多少，与媒体绩效的好坏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所说的资产，是指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

的、媒体拥有或控制的、能给媒体带来经济效益

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 资产大致可以划

分为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 我们在评

估媒体绩效时，只考核它的流动资产、固定资产。
媒体资产是媒体进行生产经营管理必不可少的物

质基础和保证。
１．制度虽然是一种公共品，但它给不同组织

和个人所带来的权利、利益是不同的。 制度资源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一种权利资源、利益资

源。 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们把我国大陆的所有

媒体划分为党的媒体和党管的媒体两大类。 据此

我们把媒体的政治制度资源界定为党媒和非党媒

两种情况。 党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执政工具。 党

和政府会为“党媒”提供更多优于“非党媒”的政

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以保证党和政府的执政需要。
具体考评这一项指标时，我们可以按照“好”和

“一般”的划分，对党报党台和非党报党台赋予一

定的数值，并进行计算。
２．媒体占有信息资源的多少和优劣，影响着

媒体绩效的高低。 综合性媒体是指媒体报道的内

容广泛，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而非综合性媒体是

指报道的面比较狭窄的行业性专业性媒体。 一般

而言，综合性媒体所占有的信息资源要多于专业

性媒体，传播区域大的媒体占有的信息资源要大

于传播区域小的媒体。 我们把媒体传播区域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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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以上、省级和市级。 一般来说，传播面积在省

级以上的综合性媒体获得的信息资源要大于其他

类的媒体。 对这一项指标，我们用“很好”来计量

省级以上综合性媒体，“好”来计量省级综合性媒

体，用“一般”来计量省级以下综合性媒体，对这

三个尺度分别赋予一定数值。 而对非综合性媒

体，根据上述尺度相应减分后测度。
３．媒体绩效的高低还取决于媒体人才资源的

优劣。 媒体的人才资源我们可以从媒体工作者的

学历、资历和职称等几个方面衡量。 一般而言，学
历高、资历深、职称高的媒体工作者的工作经验和

工作能力要强于学历低、资历浅和职称低的媒体

工作者。 媒体人才素质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人才

的学历、资历和职称在时间的维度上最终累积叠

加为职称，所以我们对媒体人才资源的测度，仅选

取中、高级职称职工占单位职工总数的比例一项，
把它划分为三个层级：大于 ４０％优秀，大于 ３０％
良好，大于 ２０％一般。

４．固定资产指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位价

值在规定标准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保持原来物质

形态的资产。 一般来说，固定资产雄厚的媒体工

作生产的条件好，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就容易取得

较好的绩效。 但是我们认为，在媒体绩效的形成

过程中，固定资产的贡献并不是起绝对作用的。
为了便于计算，我们把媒体固定资产划分三个等

级，即亿元及以上的、千万元以上亿元以下的和千

万元以下的。
５．媒体的流动资产主要是流动资金，流动资

金是媒体用于购买生产设备、生产原材料、支付工

资及其他经营费用等所必不可少的周转资金。 流

动资金相当于媒体的血液。 拥有较多的流动资

金，可以扩大再生产，提高媒体生产能力，改善工

作生产条件，降低媒体财务风险，取得较好的经济

效益。 流动资金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媒体的生

存和发展。 衡量媒体的绩效，流动资产比固定资

产的意义更为重要。 我们根据工信部等部委局发

布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３］，确定大型媒体

（３００ 人以上）的流动资金不少于 １ ０００ 万元，中
型媒体（１００ 人以上）不少于 ５００ 万元，小型媒体

（１００ 人以下）不少于 １００ 万元。
６．不良资产比率，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媒体的

实力。 不良资产是指媒体资产中存在问题、难以

参加正常生产经营运转的部分，不良资产比率 ＝
年末不良资产总额 ／年末资产总额×１００％。 和上

述其他指标不同，不良资产比率是一项逆指标，越
小越好。 参照《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 ［４］中的“传
播与文化业”的规定，确定为优秀 ０．１％、良好 ０．
３％、一般 １．３％、较差 １０％四个等级。

（二）媒体生产经营管理能力维度

媒体绩效是媒体工作者履行生产经营管理职

能行为的成果。 成果的大小取决于行为能力的大

小。 我们这里说的媒体生产经营管理能力，主要

是指媒体组织的综合能力。 它是媒体运行经验

化、制度化和机制化了的整体能力，一般不会随着

领导者的更替而变化的持续能力。 媒体的这种能

力主要包含媒体的经营管理体制机制、信息传播

力、媒体公信力、总资产报酬率、总资产周转率、总
资产负债率等。

１．传媒体制是表现和实现传媒制度的具体组

织形式和管理运行方式。 随着属性与职能的多元

化，我国的媒体可分为公益性、经营性两大类，由
此也派生出两种经营管理体制：即政府主导体制

和市场主导体制。
党报党台这类媒体大都是政府、执政党举办

的公益性媒体，这类媒体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生产

普惠性的公共产品。 因此公共产品一般由政府部

门买单。 党报党台一类媒体采取的经营管理体制

就是政府主导体制。 政府主导体制主要是指政府

主导着媒体运行所需的资金来源、管理者选择、内
容审查等事务（这里所说的政府是包含着执政党

在内的宽泛概念）。 不可否定，采取政府主导体

制的媒体在制度资源、信息资源、人才资源和资金

等方面占据优势，但是一般缺乏市场竞争的自主

性和灵活性。
经营性媒体采取的是市场主导体制。 这类媒

体发展主要依靠市场力量进行调节，由市场配置

媒体资源。 市场主导体制下的媒体相对独立于政

府，以满足受众的各种信息消费需求为手段，以利

润最大化为基本目的从事媒体生产经营活动。 采

取市场主导体制的媒体需要开放、平等、有序的竞

争环境，否则生存条件较为困难。 但即使市场环

境优良，实行市场主导体制的媒体也仍然有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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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汰的竞争压力。 但实行市场主导体制的媒体，
体制相对灵活，具有较高的自主权，从效率上讲优

于政府主导体制。
２．媒体传播力是媒体传播信息能力的简称，

指媒体搜集信息、生产传播信息的能力。 传播信

息是媒体的基本功能。 媒体没有传播力就不可能

有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就很难形成影响力。 传播

力不论是对公益性的还是营业性的媒体都是重要

的考核指标。 媒体传播力高低可以通过媒体的

“一量四率”（即报刊的发行量、广播的收听率、电
视的收视率和网站的点击率） 来体现。 媒体的

“一量四率”实质上反映了媒体获得受众的注意

力的多少。 注意力是能给媒体带来良好社会效益

和巨大经济效益的稀缺资源。 我们以（全省发行

的）报纸为例，确定 ４ 个计量指标：优秀 ６０ 万份以

上 ／年，良好 ４０ 万份以上 ／年，中等 ２０ 万份以上 ／
年，一般 １０ 万份以下 ／年。 广播电视网站的考评

指标也基本遵照这个思路，分别设立。 媒体传播

力与第三维度的市场占有率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指

标。 我们认为，这种重复是正常的，说明了考评的

要素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的是相匹配的，
有的下一层级的指标对上一层级的指标有重要贡

献，而这正是媒体考评机制正常运行的必然结果。
重复出现也说明了受众对媒体绩效的贡献很大。

３．媒体公信力是指媒体在传播信息提供服务

过程中所建立的赢得公众信任信赖的职业品质与

能力。 媒体的传播与服务必须要建立在真实可信

的基础上，媒体要影响受众和社会，首先必须取得

受众的信任，否则一事无成。 因此，媒体公信力是

衡量、评判媒体绩效的重要尺度之一。 国内外新

闻传播学学者对媒体公信力的测度提出了多种方

法，可供我们在测量媒体公信力时参考使用。 我

们在这里设置 ３ 个测量结果：可信赖、基本可信

赖、不太信赖。
４．总资产报酬率又称总资产利润率，是反映

媒体盈利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比率，它是指媒

体息税前利润与平均总资产之间的比率，计算公

式是：总资产报酬率 ＝ （利润总额＋利息支出） ／平
均总资产×１００％。 利润总额与利息支出之和为息

税前利润，是指媒体当年实现的全部利润与利息

支出的合计数，数据取自媒体财务《利润及利润

分配表》和《基本情况表》。 平均资产总额是指媒

体资产总额年初数与年末数的平均值，数据取自

媒体财务《资产负债表》。 运用这个比率可以评

价媒体运用全部资产的总体获利能力，是评价媒

体资产运营效益的重要指标。 总资产报酬率指标

全面反映了媒体的获利能力和投入产出状况。 该

指标越高，表明媒体投入产出的水平越高，媒体的

资产运营越有效。 参考《企业绩效考评标准值》
中的传播与文化业、出版业的标准，我们确定了 ３
个指标：优秀 １０％、良好 ８％、较低 １％以下。

５．总资产周转率是指媒体在一定时期内销售

（营业）收入同平均资产总额的比值。 计算公式

是：总资产周转率（次）＝ 营业收入净额 ／平均资产

总额。 总资产周转率是综合评价媒体全部资产的

经营质量和利用效率的重要指标。 周转率越大，
说明总资产周转越快，反映出销售能力越强。 由

于该指标是一个包容性较强的综合指标，因此，从
因素分析的角度来看，它要受到流动资产周转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等指标的影响。 参

考《企业绩效考评标准值》中的传播与文化业、出
版业的标准，我们确定了 ３ 个指标：优秀值 ２ 次、
良好值 １ 次、较低值 ０．５ 次以下。

６．总资产负债率反映媒体在总资产中有多大

比例是通过借债来筹资的，资产负债率是国际公

认的衡量企业债务偿还能力和财务风险的重要指

标。 比较保守的经验判断一般为不高于 ５０％，国
际上一般认为 ６０％比较好。 如果单纯从偿债能

力角度分析，越低越好。 计算公式是：总资产负债

率＝（负债总额 ／资产总额） ×１００％。 该指标反映

的是媒体负债在其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 如果媒

体资金不足，依靠借债维持，导致资产负债率特别

高，偿债风险就大。 参考《企业绩效考评标准值》
中的传播与文化业的标准，我们确定了 ３ 个指标：
优秀 ４０％、良好 ５０％、较低 ６５％。

（三）媒体结果效益实力维度

我们可以把媒体组织经过努力工作后所取得

的实际成果和效益简称为实力。 实力维度是最直

接最具体反映媒体绩效的指标。 它大致包含有媒

体工作和作品获奖数量、受众满意程度、媒体市场

占有率、媒体营业增长率、媒体营业利润增长率以

及媒体总资产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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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通过评比对媒体工作、媒体工作者和媒体

新闻信息等产品予以奖励，是党和政府通过主管

部门和媒体的行业协会管理媒体和推进媒体工作

的一个方面。 目前对媒体的奖励主要分为四个层

级：一是国家级综合性奖，如中国新闻奖、范长江

奖、韬奋奖、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奖、全国地方

报社管理先进单位奖等；二是全国性媒体专业性

协会奖励，如全国法制好新闻奖、中国残疾人事业

好新闻奖、“五四”新闻奖、中国人口新闻奖、中国

地市报新闻奖等；三是省级综合奖奖励；四是省级

媒体专业性协会奖励。 媒体通过自己员工的努

力，在各级的评比中获得一定的奖励，反映了媒体

在各方面工作中取得的突出成绩。 这些奖项对培

养媒体的名记者、名编辑、名主持人，打造媒体的

名版面、名专栏、名节目频道，形成媒体的良好声

誉，增加媒体的无形资产，塑造媒体的品牌，扩大

媒体的绩效，都是十分有益的。 根据这种情况，我
们把媒体获奖作为媒体绩效考评的一个指标，具
体划分为四个等级计分，即国家综合级奖 ２０ 分、
全国专业性奖 １５ 分、省级综合奖 １５ 分、省级专业

性奖 １０ 分。
２．受众满意度。 受众满意度调查是从媒体产

品或媒体服务的使用者受众和广告客户的角度测

度媒体工作总体质量的一种方法手段。 满意是一

种心理体验，是媒体受众和广告客户对媒体产品

或服务的事前期望与实际使用产品或服务后所得

到实际感受的相对关系。 满意度是媒体受众和广

告客户对媒体产品或者服务的评价。 受众的满意

度越高，说明媒体的工作绩效越大。 我们把社会

受众对媒体的满意度划分为 ３ 个等级：非常满意、
满意和不满意。

３．媒体市场占有率。 媒体市场占有率，也称

为“媒体市场份额”。 即一个媒体的销售量（或销

售额）在市场同类产品中所占的比重。 市场占有

率是衡量媒体营销状况的综合经济指标。 媒体市

场占有率也就是媒体对市场的控制能力，能直接

反映媒体的市场竞争力以及媒体产品在市场上所

处的地位。 媒体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可以使媒体

获得某种形式的垄断，这种垄断既能带来垄断利

润又能保持一定的竞争优势。 市场占有率高，表
明媒体营销状况好，竞争能力强。 反之，则表明媒

体营销状态差，竞争能力弱。
根据不同的市场范围，媒体市场份额有 ４ 种

测算方法：①总体市场份额，指一个媒体的销售量

（额）在整个行业中所占的比重。 ②目标市场份

额，指一个媒体的销售量（额）在其目标市场，即
它所服务的市场中所占的比重。 一个企业的目标

市场的范围小于或等于整个行业的服务市场，因
而它的目标市场份额总是大于它在总体市场中的

份额。 ③相对于 ３ 个最大竞争者的市场份额，指
一个媒体的销售量和市场上最大的 ３ 个竞争者的

销售总量之比。 如： 一个媒体的市场份额是

３０％， 而它的 ３ 个最大竞争者的市场份额分别为

２０％，１０％，１０％，则该媒体的相对市场份额就是

３０％÷４０％ ＝ ７５％。 一般地，一个媒体拥有 ３３％以

上的相对市场份额，就表明它在这一市场中有一

定竞争力。 ④相对于最大竞争者的市场份额，指
一个媒体的销售量与市场上最大竞争者的销售量

之比，若高于 １００％，表明该企业是这一市场的

领袖。
我们主张重点考察媒体目标市场的占有率，

将其划分为三个等级，即大于等于 ３０％良好、大
于等于 ２０％良好、１０％左右一般。

４．营业利润增长率又称销售利润增长率，是
媒体本年营业利润增长额与上年营业利润总额的

比率。 营业利润增长率与营业利润率相似但不是

一个概念。 营业利润率是指媒体的营业利润与营

业收入的比率。 营业利润增长率是指本年度利润

增长额与上一年度利润总额的比率。 营业利润率

反映了媒体的经营收益能力，而营业利润增长率

反映的是媒体经营的成长能力，反映媒体经营活

动盈利水平的增长速度。 这个指标既包含了收

入，又考虑了成本和期间费用及利润等因素，更全

面。 营业收入为利润之母。 没有收入增长，什么

利润增长都没有。 但是并非收入增长就一定会带

来利润增长，有时甚至收入增长会带来利润下降。
收入增长只是手段，利润增长才是最终目的。 所

以说，一个媒体的利润增长率高，就能充分反映这

个媒体的绩效高。
营业利润增长率计算公式是：营业利润增长

率（销售利润增长率）＝ 本年营业利润增长额 ／上
年营业利润总额×１００％，反映媒体营业利润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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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变动情况。 本年营业利润增长额 ＝本年营业利

润总额－上年营业利润总额。
５．资本保值增值率。 资本保值增值率是指媒

体本年末所有者权益扣除客观增减因素后同年初

所有者权益的比率。 资本保值增值率表示媒体当

年资本的实际增减变动情况，是评价媒体效益状

况的辅助指标。 计算公式是：资本保值增值率 ＝
（扣除客观因素后的年末所有者权益 ／年初所有

者权益）×１００％
资本保值增值率是根据“资本保全”原则设

计的指标，更加谨慎、稳健地反映了媒体资本保全

和增值状况。 它也充分体现了经营者的主观努力

程度和利润分配中的积累情况。 该指标反映了投

资者投入媒体资本的保全性和增长性，该指标越

高，表明媒体的资本保全状况越好，所有者的权益

增长越快。
资本保值增值率计算结果如果小于 １００％，

表明媒体资本受到侵蚀，没有实现资本保全，损害

了所有者的权益，也妨碍了媒体进一步发展壮大，
应予充分重视。 资本保值增值率若为 １００％，说
明媒体不盈不亏，保本经营，资本保值；若大于

１００％，说明媒体有经济效益，资本在原有基础上

实现了增值。 据此我们划分了三个等级：优秀

１１０％、良好 １０５％、一般 １００％以下。
６．媒体总资产增长率。 媒体总资产增长率是

媒体本年总资产增长额同年初资产总额的比率，
反映媒体本期资产规模的增长情况。 计算公式

是：总资产增长率＝本年总资产增长额 ／年初资产

总额×１００％。 资产是媒体用于取得收入的资源，
也是媒体偿还债务的保障。 这一指标是从媒体资

产总量扩张方面衡量媒体的发展能力，表明媒体

规模增长水平对媒体发展后劲的影响。 该指标大

于零，说明媒体本年度资产增加了，生产经营规模

扩大了；该指标越高，表明媒体一个经营周期内资

产经营规模扩张的速度越快，获得规模效益的能

力越强。 在实际工作中，应注意资产规模扩张质

与量的关系以及媒体后续发展的能力，避免盲目

扩张。 参考《企业绩效考评标准值》中的传播与

文化业，我们确定了 ３ 个指标：优秀 １８％、良好

１２％、较低 ５．５％以下。

四、运用综合指数法确定媒体绩效
在对一个部门或单位运用综合评价法进行绩

效综合考评时，最常用的方法是综合指数法［５］。
它适用于对比分析有联系而度量又不同的数据之

间的关系，可以更好地解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不同度量之间不能对比的困难，使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有机统一。 我们在用综合指数法来考评媒

体的绩效时，基本思路是利用层次分析法计算的

权重和模糊评判法取得的数值进行累乘，然后相

加，最后计算出考评指标的综合评价指数。 在使

用指数反映媒体绩效的某种态势时，如果我们无

法直接获取某些数量指标，可以借助人们对这一

事物评价的抽样调查结果统计归纳进行量化，来
间接地反映事物某一方面的状态。 比如，关于

“受众满意度”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通过问卷调

查获取数据。 媒体绩效考评的指标很多，有主观

判断的也有客观测度的，计量单位不同，综合指数

法将各项媒体绩效指标通过统计学处理，使不同

计量单位、性质的指标值标准化，转化为同度量的

个体指数，最后转化成一个综合指数，作为媒体间

综合绩效评比排序的依据，以准确地评价媒体工

作的综合水平。
综合指数法是以各项绩效指标的实际值分别

除以各项指标的评价标准值得出各项指标的评价

指数，再对各项指标的评价指数进行加权算术平

均，得出综合评价值的一种方法。 运用这个方法

既可以对单项指标计算指数，又可以运用计算总

指数的方法对媒体运行系统或其中的某个子系统

进行综合评价。 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ｙ ＝ 
Ｎ

ｉ ＝ １
ｙｉｗ ｉ ＝ 

Ｎ

ｉ ＝ １

ｘｉ

ｘ′ｉ
ｗ ｉ

　 　 公式中：ｙ 为进行综合评价所计算的综合指

数；ｙｉ 为第 ｉ 项评价指标的个体指数，实际上也是

第 ｉ 项指标评价值与评价标准进行对比得到的一

种无量纲化评价值；将 ｙｉ 展开，可以看出它的含

义和计算方法，其中 ｘｉ 为第 ｉ 项评价指标的评价

值，ｘ′ｉ 为第 ｉ 项评价指标的评价标准值，ｗｉ 为第 ｉ
项评价指标在综合评价中的权数。 可见综合指数

法实际上是先对评价指标作直线型无量纲化处理，
再使用加法合成，对指标评价值进行加权平均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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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价值。 根据上述计算公式，结合前面的表

格，我们设计了媒体绩效考评的综合指数表格。
在指数计算时要注意“正指标”和“逆指标”

的区别。 所谓正指标是指实际值越大表现越好的

指标，例如产值、利润等，大多数统计指标都属于

正指标。 所谓逆指标是指实际值越小表现越好的

指标，例如不良资产比率、总资产负债率等。 正指

标和逆指标要分别按以下方法处理：

正指标： ｘｉ″＝
ｘｉ

ｘｍ

逆指标：ｘｉ″＝
ｘｍ

ｘｉ

ｘｉ是各指标的实际值，ｘｍ是各指标相应的标

准值。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单位

赋分

标准
权重数

标准值

（基础值）ｘ′ｉ

实际值

ｘｉ
个体

指数

绩效

分数

１ ２ ３
４＝ ３÷２

逆指标倒除
５＝ １×４

Ｂ１
资源

资产

潜力

０．１６

制度资源

Ｂ１１
无 党报 ２０ 分，非党报 １０ 分 ０．０１６ １５

信息资源

Ｂ１２
无 中央级 ２０，省级 １０ 分，市级 ６ 分 ０．０３２ １２

人才资源

Ｂ１３
％

中、高级占 ４０％以上 ２０ 分，以下

１０ 分
０．０３２ １５

固定资产

Ｂ１４
万元

１ 亿元以上 ３０ 分， １ 亿元以下

５ ０００万元以上 ２０ 分，４ ０００ 万元

以下 １０ 分

０．０３２ ２０

流动资产

Ｂ１５
万元 １ ０００ 万元以上 ２０ 分以下 １０ 分 ０．０３２ １５

不良资产

比率 Ｂ１６
％ 平均值 １．３ ０．０１６ １．３

Ｂ２
经营

管理

能力

０．５４

经营管理

体制 Ｂ２１
无 政府主导 １０ 分，市场主导 ２０ 分 ０．０５４ １５

信息传播

力 Ｂ２２
万

６０ 万份 ３０ 分，４０ 万份 ２０ 分，
２０ 万份 １０ 分，１０ 万份以下 ５ 分

０．１０８ １６

媒体公信

力 Ｂ２３
无

可信赖 ２０ 分，基本可信 １０ 分，不
太可信 ０ 分

０．１０８ １５

总资产报

酬率 Ｂ２４
％ 平均值 ５．６ ０．１０８ ５．６

总资产周

转率 Ｂ２５
％ 平均值 ０．６ ０．１０８ ０．６

总资产负

债率 Ｂ２６
％ ５５ ０．０５４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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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单位

赋分

标准
权重数

标准值

（基础值）ｘ′ｉ

实际值

ｘｉ
个体

指数

绩效

分数

Ｂ３
结果

效益

实力

０．３０

传媒工作

作品获

奖数 Ｂ３１
次

国家综合奖 ２０ 分，省级综合国家

专业 １５ 分，省级专业 １０ 分
０．０３ １５

社会满意

程度 Ｂ３２
无

非常满意 ２０ 分，满意 １０ 分，不满

意 ０ 分
０．０３ １５

媒体市场

占有率

Ｂ３３
％

３０％２０ 分，２０％１５ 分

１０％１０ 分
０．０６ １５

媒体营业

增长率

Ｂ３４
％ 平均值 ３ ０．０６ ３

媒体营业

利润增长

率 Ｂ３５
％ 平均值 ５ ０．０６ ５

媒体总

资产增长

率 Ｂ３６
％ 平均值 １０６ ０．０６ 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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