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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对广播电视产业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北京奥运会所带来的经济提升和拉动效应。而更为惨

痛的、让我们倍感压力的是以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倒闭破产为标志的全球金融风暴所带来的

竞争格局，造成电视制作行业经济萎缩、广告投放减少。各地的节目与电视剧引进也发生了变化，

特别是省级卫视在调整电视剧策略方面对地面频道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各地电视台如何整合资源来

调整发展战略从而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难题。同时，在增加抵御风

险能力、创新传播通路未来的期待方面也有待大家思考。      

一、电视产业总体发展情况  

2008年广播电影电视总收入（含财政拨款）达1667.2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20.49%，其中广播

电视的产业收入为1350.04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9.5%，较前两年有所提升。各省、直辖市的发展也

相对稳定，广播电视产业收入超过50亿元且稳中有升的省区包括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北京、

山东、湖南等7个省、直辖市，有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增长速度比较快，海南、北京等省市的增

长率高于全国水平。广告和有线网络是当前广电产业的两大支柱，广播电视的收入结构与前两年相

比基本保持稳定，广告收入及有线网络收入在总和中所占比例分别为52%、27%。事实上，广播电视

产业的支柱产业不应该是广告也不应该是有线网络。因为广告行业自身是一个行业，跟广电发生关

系是因为他购买的是广播电视的时段，却并不是电视产业自身的一个特性。而有线网络是个存量，

随着用户的增长而发生费用，如果用户达到一定饱和程度，就不会再有增量。所以广播电视产业收

入的真正支柱产业应该是内容产业和新媒体产业，这是最具成长性的，也是我们未来的趋向。      

(一) 广告收入大幅增长，奥运效应充分彰显      

2 0 0 8年我国广告收入大幅增长。一方面是奥运会的拉动效应非常明显，电视广告收入比上年

增长1 7 . 3 2%，达到609.16亿元，电视广告占了全国媒体广告投放85%的市场份额，奥运会是导致

电视广告项目增长的一个动力。同时，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以及各省级卫视台期间价格的提升。广

告价格的增长也是收入增长的另一个决定因素。     



(二) 网络产业全面推进，应用试验取得突破      

2008年，网络产业特别是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做得非常扎实，在应用实践方面，包括CMMB以及

直播卫星的发射等都取得了巨大的突破。截至2009年3月，全国已有229个城市进行了有线电视数字

化整体转换，数字电视用户达4527.86万户，较2007年同比增长68.57%。2008年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收

入稳步提升，总收入达369.5亿元，比2007年增长20.47%。其中，付费数字电视用户达449.34万户，

付费数字电视收入14.22亿元，比2007年增长70.55%，增速较上年进一步提高。      

(三) 视听新媒体产业加速成长，市场规模逐步扩大      

如果说2005、2006年是新媒体起飞年的话，那么2007年就是稳固发展年，2008年则是加速成长

时期，特别是奥运会期间新媒体集团整体打了一个漂亮仗。数字化发展是电视媒体的新业态，奥运

会转播首次启用新媒体，对于网络电视、手机电视以及视频新媒体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奥运

会对广播电视产业的发展功不可没。这也是今天关于传播通路创新这次盛会的要领。广播与视频的

发展已走向了成熟的运营之战，政策环境亦得到了改善：今年年初广电总局成立网络视频节目管理

司，为行业开辟了新的通路；电视购物或者称为家庭购物发展迅猛，像湖南的电视购物已经形成品

牌，年收益达到3.6亿。但目前这一块尚属于三不管状态，以后有可能作为广电产业的一个分支，也

可以纳入广电总局的管理范围之内。手机电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CMMB在奥运期间对37个大中

城市进行试验，到目前已经达到对150个城市的全面覆盖。地市级电视台不能只等着被覆盖，也应该

在地方政策鼓励的前提下做好准备，抢占产业化先机。2008年我国IPTV发展比较快，用户已达到200

万户，其中上海做的比较好，用户数达100多万，比上年增长了100%。      

另外，商业运营的公共场所视频也已纳入专门的新媒体产业，而广电办车载电视更倾向于纳入

网络产业，这是对传统媒体的衔接。      

二、电视产业竞争格局分析  

(一) 电视内容资源竞争激化，进一步凸显“马太效应”2006年提到“马太效应”只是一个趋

向，2008年“马太效应”则体现得非常惨烈。电视剧与综艺类节目一向是引导电视市场的两大法

宝。      

2008年电视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汶川大地震等重大事件

的发生以及奥运会的举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电视剧和综艺节目播出规模和收视存量，使后二

者不断提高创新成本，集中收视资源，促使节目市场竞争更加激化；另一方面，中央电视台和省级

卫视资源竞争策略的不断深化，继续影响电视收视格局，全国电视内容市场竞争进一步凸显强者愈

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1．全民唱歌替代“选秀”，生活时尚全面崛起      

2009年电视内容竞争的突出特征是全民唱歌替代“选秀”，生活时尚全面崛起。虽然今年湖南

卫视拿到了“快乐女生”牌照，但毕竟不如2005、2006年那么兴旺。在全民K歌的样态当中，领先者



当属江苏卫视《谁敢来唱歌》以及湖南卫视《我爱麦克风》，浙江卫视号称门槛最低的音乐比赛

《我爱记歌词》在影响力方面已经走在了前列。全民唱歌拓展了综艺娱乐节目的新空间，也实现了

娱乐较好的收视效果。在国内比较权威的综艺时代年度节目评选以及年度最佳电视人、主持人的颁

奖会上，由其主持人可以看出综艺类、娱乐节目中谁更有先机。这次主持人就是浙江卫视当家花旦

朱丹。2008年综艺节目中唱歌类、K歌类节目以及在这方面取得一定优势的电视台的影响力均可见一

斑。江苏卫视《谁敢来唱歌》的机器评委达到一种调侃、搞笑的目的，带来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可以说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创新，也是其他栏目可以模仿的特征，它打破了以往综艺节目邀请人来做

评委的参与模式。      

生活类时尚节目1 0多年一直在内容市场上保持平稳发展，2008年出现很大的推动，全面崛起，

在2008年1-9月这8、9个月的时间内，全国生活类电视节目新开了300多个，不是简单讲时装、美

食，而是涵盖了厨艺、男女情感、约会、生活改造、少儿教育、甚至明星心理探究、心理咨询都成

为令人关注的对象，这也是一个很广泛的范围。虽然它的收视强度和力度不像电视剧和综艺类节目

那样强势，也没有很多峰值，但在平稳发展过程中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如上海的时尚生活频道已将

公司化生活时尚深入人心；北京电视台的生活频道长期以来和社会化公司合作，在服务性、实用性

强方面获得了大家的青睐；旅游卫视的休闲、湖南都市频道的《民生新闻》及其活动也都是创新，

并且得到了认可。      

2．电视剧资源争夺战：从“独播”到“联播”      

电视剧资源争夺战一个突出特点是从独播到联播。以前很多财大气粗的省级卫视拿巨资来砸收

视率，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波及下，鉴于投资风险各卫视开始走向联播。联播带有垄断性质，几个

卫视全部买断，按照合同约定必须要在同一天播出，这就发生了恶性竞争的状况，同一天播出并没

有规定哪个时段播出，《我的团长我的团》中就发生了这种情况，从当天的零点或者是当天的下午

开始播出，而不是大家所想象的这一天晚上7点半的黄金时间。这种竞争确实赢得了一些受众，但从

整个播出的角度来说，是一种卫视竞争，大家花同样的钱使用同样一种播出策略，但在播出方面由

于一些文件或者合同之外的控制引起了混乱，这也是广电总局为什么要出面采用公约的形式来规范

大家的原因。2008年全年生产电视剧502部14498集，与2007年大体持平。      

各省卫视和地面频道在合作方面也出现了一个新特点，就是卫视在实行联播的买断的同时，为

了抢到最优质电视剧的独占性和优先性，抬高了优质电视剧的门槛，导致优质电视剧向中央电视台

和省级卫视集中，强化了省级卫视对于城市台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多的省级卫视不再采用地面频道

轮播来分担风险，地面频道失去了一条“供先”的渠道，在电视剧市场的竞争力减弱，不仅丧失了

首轮播出的优势，可能第五轮第六轮才能轮到。比如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购得电视剧《马文的战

争》首轮播出权后，剧集的二轮播出被山东、天津、吉林和深圳4家卫视购得，前后期均没有地面频

道参与。《我的团长我的团》、《潜伏》、《婚变》等电视剧纷纷放弃地面频道的轮播，直接采用

“2+4”或者“4+4”的模式上星播出。      

（二）数字化整体转换向纵深发展，网络整合强力推进      



一是许多省份和城市的数字化明显加快。北京有线数字电视用户已经达到192万户，比上年增长

58.42%，数字转换率达50%。海南省完成全省56.6万户的转换，成为中国第二个通过国家验收的有线

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省份。广西有线数字电视用户达250.61万户，比2007年增长24.81%，在全国率

先完成了全自治区区县（市）以上城区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工作。浙江省有线数字电视用户数

达200多万户，其中农村有线数字电视用户数达20多万户。吉林省有线数字电视用户达137.29万户，

其中2008年新增用户达83万户，全省县级以上城市有线电视数字化率达到80%。湖南省有线数字电视

用户已经达到223.12万户，占全省有线电视用户的41%。陕西有线数字电视用户突破百万大关，达11

1.64万户，全省有线电视数字化率到26.66%。      

二是网络规模化发展继续强烈推进。湖南通过上市公司在市场化方面一直走在前列；广西是推

动整合；吉林、贵州、江苏等都是通过一种垂直性的方式来实现省、市、县三级贯通来完成对广播

机构的资产重组；安徽、湖北、四川也正在逐步推进。      

三是网络新业务开发取得新成效。电视存量方面就是电视的播出、广告、有线网络、付费电视

的收入，其中网络新业务的开发应该会成为主流，或者将占到很大的比例。部分省份其它网络收入

占整个网络收入的比例日益扩大，北京市达6.46亿元，占整个网络收入的43.85%；上海市达9.2亿

元，占整个网络收入的49.96%，超过基本收视费收入。      

三、新媒体传播通路创新前瞻  

2008年初， 国家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鼓励数字电视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2008年12

月，科技部与国家广电总局共同签署了《国家高性能宽带信息网暨中国下一代广播电视网自主创新

合作协议书》。此次合作以有线电视网数字化整体转换和移动多媒体广播（CMMB）的成果为基础，

以“高性能宽带信息网（3TNet）”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为支撑，开发适合中国国情的有线无线相结

合、全程全网的中国下一代广播电视网（NGB）技术体系，广电行业在下一代网络的技术上可以抢占

先机。与此同时，网络运营商、设备供应商、内容供应商、收视用户组建的各重要产业环节，都将

在三网融合的市场中扮演各自的角色，“后电视产品”时代的多媒体融合将成为必然趋势。      

(一) 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CMMB)整体运营蓄势待发      

CMMB将成为广电系统第一个全国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营的新媒体发展项

目。CMMB已基本确立“全国一盘棋+地方相对独立”的运营模式。截至2009年1月13日，中广移动已

完成全国113个地级市的CMMB信号覆盖任务，加上奥运之前的37个城市覆盖，总计达到150个城市的

覆盖。在未来的媒体格局下，CMMB将成为具有很强竞争力和商业价值的媒体，一方面打造了新的收

视蓝海，进一步巩固了电视在传统媒体领域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对电信手机电视等视频应用

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二) 网络音视频竞争内容为王      

中国互联网视听节目市场受众规模增长迅速。截至2008年12月31日，在2.98亿网民中，互联网

视频用户已达2.02亿人。有关调查显示，2008年中国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业年收入增长率达74%，受



众数量和产业规模的快速增长，致使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业成为境内外各种资本竞相投资的热点，2

008年中国网络视频行业先后吸引了近3亿美元的风险投资。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2008年中国网络视频市场及网民视频消费行为研究报

告》显示，中国网民对网络视频的娱乐性消费倾向较重，电影和电视剧是最受关注的内容，以高达8

6.3%的比例远超过其他内容。消费方式上，通过浏览器观看视频分享、门户视频或宽频影视等的网

民最多，达到64.2%。从网民关注的内容来看，电视剧、电影、体育、财经等成为关注的热点，这将

促使网络视频的内容走向多元化，视频服务商在内容上的拓展，包括与影视媒体的合作成为行业趋

势。商业视频分享网站也在积极开发与广电媒体在内容上的合作模式。优酷网与上千家电视制作单

位合作，获得超过4万集5万小时以上的电视剧播放权。  

“要高度重视互联网、手机广播电视等新兴媒体的发展”、“抢占新阵地，抢占制高点”、

“电台、电视台要成为新兴媒体发展的主力军”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口号。在政府宏观政策指

导下，广电媒体要及时果断采取正确的发展策略，进行相应的产业战略布局，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

新兴媒体，依靠自身的公信力、品牌、人才、节目资源和制作能力等方面优势，抢占互联网、移动

多媒体广播电视等新兴媒体发展的新阵地和制高点，迎接并把握应对金融风暴为中国广电产业加快

结构升级带来的新机遇，促进广播影视的大发展大繁荣。  

（作者单位系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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