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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电视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更深层次的挑战。
在国际视野下，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我国电视产业的运营规律和经营模式，对电视产业的整体发展
、促进电视产业体制创新、调整产业结构布局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此背景下，中央电视台申报了《中国特色的电视产业经营研究》课题，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
公室批准立项，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并于2008年9月顺利通过匿名评审，本书即是课题结项的
最终报告。
本课题是国内首次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我国电视产业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并提出具有
操作价值实施策略的专项科研项目。
主要理论创新体现在：首先，结合中国国情，对产业经营中的“中国特色”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国电视产业经营与中国国情紧密结合，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经营模式，也不能从国外同
行那里原样照搬经营模式。
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始终立足于中国国情，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产业经营模式进行深入解析和
研判。
尤其是结合了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许多新提法、
新思路，这使得本报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能够较好地与中国实践相结合。
第二，全面梳理了中国电视产业的脉络，提出了一个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电视产业经营的战
略模式。
课题报告利用两个波士顿矩阵图，揭示出电视产业各环节在当前及理想状态下的相互关系，从理论上
论述了大力发展电视新业务、衍生品经营、跨媒体经营，稳定广告收入，适度发展付费电视业务，控
制传输渠道利润水平的产业整体经营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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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特色的电视产业经营研究》是国内首次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我国电视产业经营过程中
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并提出具有操作价值实施策略的专项科研项目。
本课题立足于宏观视角，以问题为导向，着眼于中观层面的决策分析和对策研究。
结合中国国情，对产业经营中的“中国特色”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全面梳理了中国电视产业的脉络
，提出了一个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电视产业经营的战略模式。
　　本课题重要的理论创新之一是，提出了“双重产业链”的结构，从学术角度提升了对电视产业链
的认识，为电视产业中的各项经营活动的增值分析和对策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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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一阶段，电视节目交易网络建立起来。
在电视台之间的节目交流中，电视剧占了总量的80％以上，电视剧经营市场化程度最高，获取经济效
益也最为可观。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批社会电视节目制作机构开始出现，并采取现金交易或者贴片广告的方式发行
节目或共同制作节目，使节目制作和交易逐渐市场化。
到1997年，电视剧年产量突破1万部（集），电视剧制作与销售的竞争非常激烈。
1999年开始出现以收视率论交易价格的电视剧播映风险合同。
这个时期，全国省级电视台节目交流网、全国电视节目交易会、上海国际电视节、北京国际电视周、
四川国际电视节、全国有线电视协作体和湖南金鹰电视艺术节等共同形成了中国电视的节目交易网络
。
这些节目交易网络对节目的流通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电视台依靠市场和节目公司提供片源成为电视制作播出的重要途径。
进入20世纪90年代，衍生品产业越来越受到重视。
围绕广告经营和节目经营开展的技术服务经营、外景基地和相关旅游经营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在技术服务经营方面，不少电视台将从事电视机维修的服务部发展为以销售视听设备为主的多种经营
企业。
此外，工程设计项目的经营获得长足发展并颇具实力；在外景基地及相关旅游经营方面，无锡太湖影
视城、威海影视城、南海影视城、太平天国影视城、世界之窗、国际影视会展中心等相继建成。
由于电视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电视的产权归属成为非常敏感的问题，所以国家一直限制资本在电视
业内的自由流通。
20世纪90年代后期，电视的进一步发展需要雄厚的资金来支持，特别是网络化和数字化改造需要投入
的资金是国家财力难以负荷的重担，而仅依靠电视台的自收自支也很难进行。
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入市场寻求资金成为一个重要举措。
借助资本市场进行融资能使中国电视产业尽快实现市场化、规模化经营。
传媒产业与证券资本结合的范例日渐增多，如电广传媒、赛迪传媒、歌华有线、博瑞传播，等等。
通常来说，当大量的资本进入一个产业后，会使这个产业更具活力。
就电视产业而言，资本的进入将促使电视信息渠道更加多元化，所有权出现不同格局，在产业的人才
策略、经营理念上也会同时产生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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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8年，迎来中国电视五十周年，中国电视的产业经营从萌芽到蓬勃繁荣也经历了整整三十年。
值此之际，“中国特色的电视产业经营研究”顺利通过专家匿名评审、完成结项，并付诸出版。
历时四载的研究中，课题组见证了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中，中国电视业产业规模的扩大、经营内涵
的延伸，亲历了数字化、网络化技术浪潮下，中国电视业面临的深层次挑战，寻求变革和创新的实践
探索。
四年来，课题组梳理资料、调研走访、研讨论证、撰稿统稿，青灯黄卷、孜孜以求，最终完成了课题
立足宏观视角，着眼解决中观问题的研究目标。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策划、调研、撰稿、审稿、出版各个环节都得到了业界、学界有关专业人士、专
家学者的支持和帮助，他们是：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战略投资部主任王钧、研究员韩喜明，中央电视
台广告部余贤君博士，北京师范大学陈利锋、王晓佳，中国传媒大学罗艳、张聪，北京印刷学院刘千
桂等人，他们在策划、资料、统稿等方面给予了诸多帮助；中国传媒大学丁俊杰教授、周鸿铎教授、
黄升民教授、胡正荣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尹韵公教授、时统宇教授，他们在课题前期策划、后期审
稿过程中给予了大力支持；上海文广集团、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广电集团、厦门电视台、广东电
视台、深圳广电集团、青岛有线电视网络中心、中央电视台威海影视基地等电视媒体，上海东方龙公
司、深圳天威数字电视有限公司、深圳移动视讯有限公司、上海文广第一财经传媒集团、上海电视节
组委会、上海天娱传媒有限公司、杭州数字电视有限公司、上海百事通公司等热情接受了课题组的调
研，提供了很多丰富的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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