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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是中国广播电视行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有线、地面、直播卫星、CMMB等广电数字

化全面开花。站在这样一个历史的新起点，2008年12月21-22日，在广电总局指导下，由广电总局

《广电企业融资上市研究》课题组、中广互联承办的“中国广电行业发展趋势年会暨投融资论坛”

在北京圆满落下了帷幕。广电总局科技司司长王效杰、广电总局科技委副主任杜百川、中广卫星移

动广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朝晖等政府官员、行业专家、权威咨询机构以及一线的运营商、相关专业

媒体皆出席了年会。在综述2008年广电行业发展成果的同时，也对2009年各个领域数字化的政策、

趋势进行了分析、讨论。    

大力发展高清电视      

高清电视借助奥运的东风成为2008年广电业内关注的焦点之一。在2008年BIRTV上，广电总局副

局长张海涛曾就高清电视的发展思路做过比较清晰的阐述。此次年会上，在谈到2009年数字化部署

时，广电总局科技司司长王效杰再次表明，本年度一个重点就是大力发展高清晰度电视。      

加强高清节目制作和储备      

王效杰说，我国发展高清电视在技术上已经具备了条件，多数电视台都拥有高清制播设备，接

收终端方面也已比较普遍。通过参加2008年的奥运会转播，央视以及各省一些主要的电视台应该说

经历了高清电视节目制作的实战考验。但大量传输高清电视的优势目前还没有发挥出来，且关键就

在节目源上。因此，2009年重点就是大力加强高清电视的节目制作，同时加快高清节目制作储备，

争取在高清电视方面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积极推动高清、标清同播      

在加强高清节目制作和储备的同时，积极推动标清电视与高清电视的同播是2009年广电发展高

清晰度电视的思路。对此，王效杰强调，广电发展高清电视，并不是都要开办新的频道、新的节

目，而是要把现有的节目逐步高清化。这种做法符合高清电视的发展趋势，也是国际上各个国家数



字化转换过程中比较普遍的做法。因此，广电鼓励有条件的电视台，把现有的频道节目，以标清和

高清同播的方式来同时播出，以此增加高清频道节目的内容，推进高清电视较快的发展。      

加快高清政策、标准制定，统筹推进      

除了内容源，2009年高清电视的另一个任务就是加快制定传输高清电视的有关政策和管理办

法，并制定终端、音频、版权保护等标准，推动高清电视接收端的推广和普及；同时统筹有线电

视、地面无线电视、直播卫星等多种网络传输手段来推动高清电视，通过各种途径使高清电视进入

千家万户。 全面推进有线电视数字化     经过2008年的加速整转，有线数字电视用户量已经接近

全国有线电视用户的1/3。但“应该说，现在有线数字化走到了一个坎儿上”，王效杰指出，在数字

化转换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重速度、轻质量，重技术、轻服务等。因此，2009年在有

线电视数字化方面，广电重点要抓服务体系、业务体系。      

大力开发多种业务      

在加快整体转换、双向化改造的同时，广电一直鼓励大力开发多种业务，包括高清和标清电

视、数字广播、互动广播、综合信息服务，以及电视商务、互动游戏、宽带数字接入等各种业务，

给广大用户更多数字化全业务的感受。      

着重建立服务体系     

服务体系在2008年即是广电不断强调的一个重点，2009年依然是广电有线数字化主抓的内容。

“我们正在征求意见，制定管理办法。重点在制定科学合理的服务质量评价办法和服务监督的管理

机制，进一步管理推动有线电视数字化又快又好的发展。”王效杰说。      

尝试有线、卫星推送点播业务      

关于推送点播业务，王效杰介绍了2008年广电在辽宁进行的一个全国文化信息共享工程试点情

况。该试点通过单向的广电有线网、带硬盘的机顶盒，即实现了双向交互功能业务，将家庭数字电

视初步打造成为一个公共服务平台，充分发挥了单向有线网络的最大优势。对于一些陷入双向化改

造死局的地网来说，推送点播业务未尝不是一种转换思路。王效杰还透露，2009年广电将在两个网

络开展试点，除了有线电视网络之外，还将在直播卫星平台上拿出一个带宽传输推送点播业务，使

农村的用户也能在机顶盒上进行交互点播，享受数字化带来的成果。  

重点推进无线电视数字化部署、规划更多地市级工作     

2008年，地面数字电视启动，在六个奥运城市以及广州、深圳开播，一些相关配套标准也已经

逐步完成。据了解，2009年广电准备在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频率规划基础上，部署更

深一级的地市级标清同播工作。至于开播频道，按照总局计划，CCTV可能主要落两个频道，即CCTV-

1和CCTV高清，另外可能是各省的卫视和省会城市第一套节目。      

加强管理，规范地面数字电视服务      



“地面数字电视是公共服务，所以在推进地面数字电视的过程中，要加强管理。”王效杰说，

“2009年广电要进一步规范地面数字电视的服务，包括一些擅自试验、加密播出、占用频道的，我

们都要收回、纠正，加强管理”。对于现有的公交移动电视，王效杰也表示，广电将逐步规范、引

导其向国标系统转换。具体做法可能会先拿出一个地面同播的频道，同时播出公交车的节目，规定

一个时间逐步把原来的频道转换为国标系统，再继续播出公交车的节目。      

加快推进CMMB的发展      

框架式、五方面推进      

CMMB在广电不遗余力的推动下，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而通过对手机、MP4、GPS等终端消费

者期望的调查，目前消费者群体对于CMMB也有着非常强烈的消费需求。对于下一步CMMB的发展计

划，中广卫星移动广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朝晖表示，将从资金投入、组织架构、基础架构、业务架

构、运营架构五个方面，推进CMMB的发展。     首先从资金上，CMMB整个资金投入比较低，投资收

益率非常高。      

第二个组织架构，它要适应于现在和未来业务发展的需要。同时要加强跟踪能力，建立起一个

良好的项目管理机制。再次作为基础的网络架构，需要现有的、即将有的网络以及技术实现方式的

基础架构，能够支持业务长期发展的需求。同时，全国统一的CMMB应用平台的要求，也要求基础架

构具有良好的扩展性。      

再一个是业务架构。现有的覆盖网络系统需要更好的支持目前的业务需求。      

最后一个是运营架构。未来几年内，业务会处于高速成长和相对简单的状态，为了迎接激烈的

竞争，需要建立一个适应于现阶段发展的运营架构，来增强运营体系的核心技能，比如说客户服

务、销售渠道的建立以及持续的推进、适应不同消费者需求业务的组合、产品组合。      

进行第二阶段试验，扩大覆盖体系      

对于2009年CMMB的工作走向，王效杰表示，CMMB将进入第二阶段规模试验，即一个全方位的技

术试验，包括覆盖体系。广电准备在已有37个城市基础上，将试验网络扩大到一百多个地级城市。

而截至2008年底，这一百多个地级城市中已经有二三十个城市开通了试用信号。因此，2009年CMMB

的推进步伐将会进一步加快。     

 建立业务体系和服务体系      

在进行技术试验的同时，2009年广电也在为CMMB的商业化运行做准备。     

 一方面是要进行业务体系的建立，包括广播电视节目、数据广播、股票信息、互动点播等增值

业务，以及探索通过LD的方式在CMMB这个平台上进行推送点播的服务。      

另一方面是建立服务体系，包括加密系统、报时系统、呼叫营业网点、服务网点等，并且建立

管理体系、质量认证，为CMMB实现产业化运营打下基础。“如果条件成熟的话，从下半年开始就进



行商业化的运作了”，王效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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