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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不能商业化的五种内容 

内容提要：媒体不能在真空中做大做强，媒体的强大，必要条件是致力于比自身发展更宏大的目标，这就是中国

的发展。媒体服从、服务于这个宏伟目标必须抑制自己的赚钱冲动，以下五种广播电视内容不能商业化：舆论调

控；公共服务；高雅文化；区域倾斜；对外宣传。 

 
广电系统深化改革的大趋势，是事业产业分开运营。分开，部分广电节目的制作经营将属于产业；部分频道、频

率将组建公司实行企业化运作；而这“部分”究竟包括哪些内容，是需要不断探索的。本文拟从反面厘清问题，

探讨这“部分”的底线，也即探讨属于事业性质，不能商业化（企业化、产业化）的五种广播电视内容。 
 

舆论调控 
迄今为止，我国舆论调控的方式是两级传播：先是组织传播（党和政府把信息传给媒体），然后是大众传播

（媒体加工后传向受众）。随着事业产业分开运营，这种方式会起变化。 
从组织传播层面看，一部分频道、频率转企改制，对已经成为企业的媒体是无法直接下达宣传任务的。那

么，党和政府手中必须掌握一部分媒体，以确保舆论导向不转向、不走调。这不难做到，困难是在大众传播层

面。都是事业单位，当然可以上情下达，一呼百应；分出一些企业后，如果只靠留下的事业单位从事舆论导向，

力度就会大大减弱。 
解这道难题的关键，是要求事业性媒体成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主流媒体。最近讨论主流媒体有个大误解，往

往认为它是由对象界定，主流媒体就是影响主流人群，或者更狭窄些，影响精英的媒体。不是的，划分主流媒体

的国际惯例是根据它是否有足够的影响力。它领导舆论的关键，是为其他媒体设置议程。有人说1972年美国总统

大选，各报都从纽约时报记者的肩膀往下看——看他如何写导语！从而推断在自己的报道中，应该强调些什么。

当其他媒体在选材上犹豫时，他们会去看主流媒体是否报道，以及报道的版面和方式。理论上把这称之为“媒介

间议程设置”，即主流媒体通过影响其他媒体的报道来领导舆论。① 
明了这个过程，广电系统事业产业分开运营之后，舆论调控将成为三级传播。首先，仍然是组织传播，即党

和政府把信息传给事业性媒体；然后，是大众传播Ⅰ，事业性媒体加工后传向受众。但是，在这第二级传播中，

事业性媒体同时承担着一个新的艰巨任务，它要促成第三级传播，即大众传播Ⅱ的发生。它不仅得把握舆论导

向，还得确保节目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不单是赢得受众，更要赢得其他媒体的信任、尊重和跟随。直言之，主流

媒体要成为“议程设定媒体”，对其他媒体设置议程，导航整体舆论环境。在这整个过程中，事业性媒体都是承

担的政治与文化职能，不是商业或经济职能，绝不能让市场力量来主宰或扭曲节目制作。 

 

公共服务 
经济学家说，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是“组织提供公共物品”，从这个视角来看广播电视，一批社会共同需要

的公共信息，如国防、司法、环保、公共健康……是不能商业化的。不仅在于人人平等，所有公民都有权知晓；

更在于商业化的巨大后患，假如关于社会安全的关键信息，被某家为富不仁的商业媒体抢了独家新闻，它可能利

用这垄断特权来“敲诈”整个社会！ 
政府主办的事业性媒体无偿提供公共信息，这是公共服务的一层含义。但这个经济涵义不能解决一个传播难

题：不同的人接收同样的节目，还是会形成“知沟”！因为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比低的人能以更快的速度获取信

息，这两类人的知沟（信息沟、传播／沟通之沟）还是会扩大，大众媒介还是会加剧或扩大现有的不平等。解这

道难题，就需要有公共服务的第二层含义：事业性媒体对某些特殊群体提供对象性节目，为覆盖区域的全体人口

服务。 
市场化媒体是嫌贫爱富的，有电视台提出要面向“高学历、高收入、高职务”的收视群；也有媒体提出主要

为“四有人群”（有知识、有权力、有财力、有前景）服务；从市场细分或企业经营看，这也可以理解。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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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同于企业，政府还有维护公平正义社会和谐等功能。那些市场化媒体不愿或没有覆盖的人群，恰恰是政府

要通过事业性媒体来服务的。中国近9亿农民，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农民频道，据中广协会电视对农研委会秘书长

黄辉统计，目前各省级电视台的对农专栏节目不足20个。比一比9亿和20个的反差吧！②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

期，不管是进入城市还是留在农村，农民经历的生活和心理震荡，今后20年要比前20年更广泛与更深刻，因而更

需要有专门节目来观察世界，交流意见与情感。与之相类似，还有目前常被冷落的民族节目、老年节目、残疾人

节目……还有目前基本没有，但终究会被提上议程的针对某些特殊群体——如农民工、社会低保人员、复员退伍

军人、毕业未就业的大学生等等——开设的对象性节目。这些都不能斤斤计较收益和成本，要从战略和大局看问

题。 
随着我国人均 GDP超过 1000美元，我们既进入“黄金发展期”，又面临“矛盾凸显期”，构建和谐社会对

应的问题就是人们普遍关注的后发展国家可能出现的动荡失序。回到传播学的“知沟”理论，它的几个分论点更

值得我们重视。一是发展中国家可能产生严重的知沟现象，发展中国家的识字农民可能比他的文盲父亲更无知。

我们推论，这农民闷闷不乐地看着广电节目中老是一些添酒回灯的“四有人群”，红唇皮衣袅袅婷婷……觉得自

己被踢出宴会，成为广电的弃儿，这只会增加社会的紧张！二是知沟在很大程度上由印刷媒介造成，电视的使用

与受教育程度关系不大，电视在某些领域是“知识的均衡器”。我们再推论，广播电视在缩小知沟，防止信息占

有两极分化，以及由此带来新的社会矛盾上，承担着比印刷媒介更重要的功能。三是知沟假设主要适用于公共事

务新闻和科技新闻，不一定适用于特殊的受众话题。③我们继续推论，缩小知沟，仅仅靠西新工程、村村通工程

等硬件建设还不够，还特别需要针对特殊受众开设对象性节目，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给予特殊关照，包括

传授知识、提供信息和娱乐……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广播电视的公共服务，才成为促进平等、联结社会的强力

粘合剂。 

 

高雅文化 
付费电视启动维艰，在相当长的时期，市场化媒体主要还得靠广告赢利，那就必然“收视率主义”必然遵循

“大数法则”——满足大多数人的内容得到优先对待；通俗文化也就必然占优势。一些受众面窄而文化品位较高

的节目、栏目或频道受到冷落或排斥也是必然。 
有人指出：“通俗文化受众多而繁杂这一显著特点，就决定了通俗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大众传播内容）暂且

只能制作、播放那些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智力和文化素质要求不高，艺术、审美属于中下水准的节目。”④通

俗文化不管多么玩心跳多么过把瘾，它通常像桌面一样平坦，没有高度。它长于表现日常生活或琐屑事物：办公

室阴谋、男女私情、邻里恩怨、舞场麻将、茶杯中的风波、酒盅大小的成功、那一天雨下得好心慌……表现这些

也有相当的合理性，毕竟，这是一个大众社会。但是，不能只讲“一面理”。必须明确，精神得不到提升就会下

降，只有或沉溺这些就会造成一个平庸的社会。 
文化也需要生态平衡，理想的情况是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互相矛盾又互相补充，互相制约又互相促进。爱德

华·希尔斯说：“高雅文化的特点是主题的严肃性——即它所处理的问题的重要性、知性上的穿透力和一致性、

感情表达上的丰富和细腻。”⑤欣赏高雅文化需要前期积累，欣赏过程也有难度，这两者都是对受众的提升。还

是BBC的第一任总经理说得好，广播电视的水平应略高于社会一般水平，引领大众品位，培养他们去消化那些原先

不曾试图消化的材料。其节目旨在建立一座金字塔，以三种不同水平的节目为骨干，彼此互相牵引，年复一年引

导受众向上；而这同时，BBC的文化金字塔也就一天天增高。在国外，传播或弘扬高雅文化的任务也主要由公共广

播电视承担，只说我们翻译过来曾颇为风行的两本理论书籍，一是《思想家》，主持人与英美各派哲学家的对

话，原是1978年英国广播公司的15集电视节目。二是《自由选择》，获诺贝尔奖经济学家的电视讲座，原是1977

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公共电视台连续播放10个星期的节目。⑥——假如让市场化媒体主宰文化，我们就拿不出这

些有国际气派的严肃节目。 

 
区域倾斜 
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区域发展规划。而大众传播有“授予地位”的功能，如施拉姆所言：“在电视或电台中

使一个地方农业顾问出现可以提高这个人的地位。在媒介中称赞一个地方性的计划对它是相当大的奖赏。而媒介

的宣布可以用来介绍一个新的运动，一个新诊所，出售农产品的一个新机会等等。”⑦正是这种功能，使新闻宣

传对某些区域的重点倾斜，成为促进区域发展的强力助推器。 
央视西部频道停播，一时议论纷纷，贵州电视台台长李新民说得一针见血，其“失败在于频道性质和运作方

式存在根本冲突。”性质是配合宣传西部大开发，运作是企业化经营。我们参加了2001年10月在成都举办的“西

部广播电视高级论坛”，眼见筹备西部频道的负责人讲完设想后，受到众多西部电视台的询问，焦点就是：西部

地区的广告本来就少，西部频道再来“分一杯羹”，不更加剧僧多粥少？也许，后来西部频道覆盖面积小，在西



部各省也落地不好等问题一开始就在这会上露出端倪。 
我们假设，如果西部频道作为事业性媒体，那它是否还有与西部电视抢广告等矛盾？它对商业因素严格控制

来实现其宗旨“让西部了解世界，让世界认识西部”，对西部的人物、组织、事件……及时深入报道，宣传成

就、授予地位；对西部各家电视台的节目重新包装，依托央视平台再次强势传播，那它是否与西部各家电视台有

广阔的合作空间？我们再假设，如果西部频道一开始不是定位“西部”，而是定位为事业性的“区域”频道，那

么，西部大开发之后，中国又有中部崛起，又有振兴东北，它与这些地区、以及当地的电视台是否也可以充分合

作？ 
统筹区域发展已成为中国的重要发展战略，一般地说，区域落后往往也伴随着新闻落后，包括新闻素材、新

闻消费以及当地媒体的落后，我们所说的区域倾斜，很大程度上就是新闻扶贫，对亟需发展的区域加大宣传力

度，提升素材，吸引注意。从事扶贫事业还想从扶贫中赚钱，这本身就是不可解脱的矛盾。因而，区域倾斜只能

由事业性媒体来承担。目前，编制经济区域规划已经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之中，这在我国规划历史上还是第

一次。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会加大力度实施区域发展战略。那么，与之相配合，我们恐怕终究还需要全国性的区

域频道。西部频道不满3岁，学费已经交了，唯一的愿望是多学点东西。全国性的区域发展之外，各省市也有重点

区域发展，这也需要媒体的倾斜扶持，那么，某些省市广电系统如果不办区域频道，恐怕也需要有区域倾斜的事

业性栏目或节目。 

 

对外宣传 
有全国和地方两个层次。比较起来，地方外宣更注重经济功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加快建设

全国统一市场，不单是商品市场，还有服务市场，资本、土地、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市场。要在全国市场中不被

边缘化，地方对外宣传的重要正如一句妙语：做市场不打广告，如同黑暗中送秋波，你知道你在干什么，但人家

不知道。施拉姆1982年就提出了传播的经济功能：首先，绘制环境的经济图表，以至个人和组织能明确资源信

息，以及自己在特定时刻买和卖的机会；其次，解释经济政策，展示市场管理和控制，让制造商、投资者和消费

者明确怎样进入市场；最后，提供技术方面的指导和对经济行为的展望。⑧就按这个很早也很简略的要求衡量，

我们大多数省级卫视还没有做到。省级卫视汲汲于收视率与广告，狂播电视剧和放手娱乐，如果轻视对全省的外

宣，那就是算小帐不算大帐的目光短浅。 
全国性的外宣更注重政治功能。中国是在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国际舆论垄断地位的环境中

发展，塑造中国和平发展的形象，积极营造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就尤其重要。新形势下广播电视的外

宣，至少包括以下四个大的方面：首先，正确分析和妥善回应国际社会对我国情况的关注；其次，加强同外部世

界的沟通，把宣传什么同别人需要了解什么结合起来；再次，有理有据地批驳反华舆论、遏制反华宣传；最后，

与互联网、卫星、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等等形成外宣合力。每一方面又包括无数具体内容，这都是关系国家利

益、国家安全、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大事。经济帐可以算，但要服从和服务于算政治帐，节目预算是

按照外宣需求而不是市场利润来制定的。 
地方与全国，政治与经济都是相对而言，理论分析是为了帮助而不是束缚外宣实践。随着中国进一步开放，

境外媒体进来，境外人士进来，已经没有截然分明的内宣和外宣。区域性媒体在本地就加入了国际舆论竞争和斗

争。一个目前还不太突出的任务终究会提上议事日程，即某些省市广电如何开辟栏目或节目，专门针对港澳台人

士、外国知识分子、跨国公司主管、来华旅游或在华工作的人……宣传中国的发展，当地的发展。因为他们的富

裕，这批人也是市场化媒体争夺的对象。但是，如果只想掏他们的钱包而忽略对其思想情感的影响，那也是鼠目

寸光！ 
曾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阿瑟·奥肯坚持一个基本立场：社会需要市场，社会必须约束市场；

商业之外的各种价值必须得到保护，以免受到金钱尺度这个潜在暴君的侵犯。⑨本文探讨广播电视不能商业化的

五种内容，其隐含的潜在价值是什么呢？是中国的发展！媒体不能在真空中做大做强，媒体的强大，必要条件是

致力于比自身发展更宏大的目标，这就是中国的发展，是抓住和用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几代人梦寐以求，推动我们前进的理想，它比金钱大，比市场大，比媒体大，它比我

们都高大，像整个中国那么大！ 
——媒体服从、服务于这个宏伟目标必须抑制自己的赚钱冲动！ 

 

说明：该文为2005年中国广播电视学会课题：“广播电视划分公益性事业与经营性产业研究”的一部分，原

载《新闻战线》2005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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