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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中国电视 

时间：2002-9-21 6:52:03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谭亚东 阅读1057次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必将导致整个社会形态走向更加开放。传媒业

作为在经济和文化领域都举足轻重的特殊行业，急需在思维和管理模式

上实现现代化，在生产和经营模式上实现产业化，增强对于境外国际传

媒集团的竞争能力。 

   

  中国传媒产业化的命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就广播电视而言，正在

全国范围开展“网台分离、多台合并和组建集团”，但是这种重组能够

称之为“产业化”吗？ 

  中国的电视台实在太多 

   

  产业化的基本概念之一是规模化的生产经营。中国电视长期以来实

行专营垄断，其行业发展的优势和问题都来源于此。各级政府都行使这

种专营权，自养名利双收的电视宠儿，使电视业陷入划地为界、自产自

销、前店后厂的“作坊”式生产经营状态。技术手段最先进、最具成长

潜力的现代媒体，被束缚在最原始的落后模式中，可谓天生丽质、三寸

金莲。 

   

  从管理部门而言，重组首先是要紧简全国电视台的数量 ，把目前林

林总总2000多个“山头”，削减大半。中央、省、地市和县级四级办电

视，加上地方电视台大多实力很弱，只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垄断专

营，实施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中国电视整体上的发展，尤其限制了水

平的提升。 

   

  美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经济发达、文化消费能力巨大的市场，全

国性的无线电视台，只有美国广播公司(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全国广播公司(NBC)和后起之秀福克斯公司(FOX)四家。美国各地

的地方台基本上都是这四大台的地方台。美国的电视台，是否能够成为

全国性大台，或是“沦落”为地方小台，全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这

一点在中国电视产业化进程初始是做不到的，中国的电视行业与政府行

政体制同根同源，要想在这个行业中加入一些产业化的要素和前提条

件，在合并重组的时候恐怕也只有请出“行政命令”这把尚方宝剑来

了。 

   

  现在重组的几个版本是：一是成立广电集团，把中央、省和直辖市

广电厅局所辖各电视台用集团的盖子捂在一起，各台的业务实质基本上

没变，北京、上海、湖南等地都已挂了集团的牌子；二是有线台、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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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合并成一个台，使用同一无线台呼号，但是原有有线、无线频道都保

留，实行以频道为主、相对独立的经营制度，即所谓“频道制”。其实

这和大部分地方台，特别是有线台采用已久的模式大同小异，基层人员

不难适应，只是台长、副台长的庙被拆了一座，部分原台长、副台长，

可能摊个“道长”之类的差事；重组的第三种版本比较特殊，也不多

见，就是势力大、级别高的无线台把发展势头不错的有线台“吞并”，

两个新闻部合并成一个新闻中心，两个节目部合并一个节目中心，实行

“中心制”，第一把手绝大多数都由胜者为王的无线台主任们相应接

管，行政级别相应较低的有线台主任们成为配角，于是出现了“电台欢

天喜地（因为从此可以沾电视的光了），无线台分田分地，有线台哀天

怨地”的私下说法。 

   

  以行政命令为推动力、机构改革为初始计划的电视业重组，相对于

公平竞争、优胜劣态法则而言，说服力和公信力较弱，势必使既得利益

受到损害或削弱的一批人情绪受到影响，士气低落，加之失去了原有体

制中“船小好掉头”和同一城市两台竞争，因此重组以后的中国电视如

何尽快度过“阵痛期”，是需要行业主管部门和政策研究部门综合考虑

的。 

  电视行业步入停滞期 

   

  经历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高速成长，中国电视台的收入增长已

普遍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今年第一季度，行业广告收益平均下降超

过10%，全年效益滑坡也在预期之中。与之相伴的是节目采购与制作成本

迅速增加，原来几千元一集的电视剧现在涨到几万元，工资和经营成本

也翻了几番。旧体制所带来的经营方式落后、收益模式单一、收益增长

潜力有限、行业规模与国民经济规模极不相称等一系列矛盾更为突出，

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 

   

  目前中国电视行业总收入与电信行业相比，不到人家的1/10，与美

国同行业相比，只够人家的零头，更令人不安的数字是：中国电视行业

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还不到4%，这让我们怀疑声势不小的中国电视，还

算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行业吗？ 

   

  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源，在于行业内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和不思变革

的作风。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全国各行业，乃至于同属文化宣传战线

的报纸杂志都在经营领域努力适应市场需要，提升竞争能力，而电视行

业长期依赖单一广告收入，加上舍我其谁的落后官商意识，显得十分不

合时宜。 

如果说电视业的重组是为了扭转以上种种弊端，为中国电视行业开创一

个健康发展的新局面，再及时不过了。但是重组年电视行业广告收入普

遍滑坡却令人深思，这里也许有大经济环境的影响，有其他媒体行业改

革先行的冲击，但是有没有电视行业的变革本身形式重于内容的因素

呢？ 

  重组要在产业化上下功夫  

   

  目前的电视业重组，看来还没有跟产业化进程建立必然联系，尽管

重组从形式上与产业化的规模经营概念吻合，但是整体改革思路和配套

措施的缺乏，显示重组还只是局限在行政体制改革与机构精简的概念

中，尚不具有服务于产业化目标的指导思想。 

   

  许多有识之士都已经看到：中国电视行业的生存出路和发展之道，

真正需要的是实现产业化，其深刻内涵是突破僵化保守的媒体意识，从

电视媒体的基本属性着眼，建立起一整套规模化运行、资本化操作、市



场化经营、专业化分工和社会化参与的新型体制。当然，这绝不是弱化

党和国家对于电视传媒的领导与控制，而是要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更好地

实现事业化领导和企业化经营并举的改革目标。 

   

  随着入世和全球一体化进程，传媒业不能再指望政策的永久保护

了。虽然在一段时间里，国家政策和中国特色等理由还会使中国电视在

一个只有内忧没有外患的市场环境中生存，但是中国既然决定加入世界

经济贸易和市场的主流社会中，就必须遵守各国未来共同制定的一般性

规则，而不能再坚持自己特有的作法。那时，中国电视将面临在世界大

舞台上与国际传媒集团的抗衡与竞争。 

   

  中国电视行业的决策者和管理者大都对入世以后海外传媒集团的规

模“入侵”具有忧患意识，因此喊出了联合御外的口号。但是已经或即

将成立的集团，大的不到10亿美元资产，小的不过1亿多美元，与美国在

线时代华纳、维亚康姆和迪斯尼这样拥有上千亿美元资产的传媒集团相

比，还是过于孱弱，难道还要把全国电视业的瓶瓶罐罐都放在一起不

成？其实集团化的思路应该是先搭起一个相对来说规模较大、资源配置

较合理以及比较有利于提高效率的发展平台来，再疏通输血管道、提升

造血功能，这比集团化本身更为重要。 

   

  谈到输血，就是要为电视行业的产业化发展输入必要的资金。中国

电视业单靠自己的资本积累远远不够满足产业化需要，依赖国家拨款贷

款也不现实，出路无非是集纳其他行业资本和社会资金，甚至走上市之

路，这与国家必须对电视传媒实行绝对拥有和控制的固有观念产生了冲

突，与国有企业改革的早期争论相似，无非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国有企

业在痛苦挣扎之后，找到了出路，电视行业是否能在相似的争论之后也

有同样的结局呢？ 

   

  电视要作强作大，还要提升造血功能、减少损耗、增强效率、广开

财源，把投入产出比提升到与产业化相适应的水平。国外传媒在产业化

过程中实施的企业并购，即更大规模上的集团化，都要大举裁减冗员、

关闭亏损或无足轻重的部门。而我们的重组，虽然并掉了一些机构，但

是人员、频道都在，基本工作内容不变，开支成本不见得能减多少，因

此在增强效率上，短期不会有太大效果。那么，为什么不把在本部门作

用不大的人才推向社会，让他们在体制之外为电视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呢？为什么不把那些亏损的节目制作推向市场，通过自由竞争来达致适

者生存呢？ 

   

  建立起社会化参与程度较高的电视产业结构，在节目制作发行领域

应当形成一个人才和产品流通性比较强的市场化经营体制，它有以下几

个思路：一是在中央层面上，中央电视台要走出自产自销的模式，它有

一流的资源、经验与创作能力，应该将这种能力体现到社会服务的层面

上来，例如建立专门为地方台制作具有高水准节目的制作公司，带动整

个节目制作社会化和节目经营市场化的进程；二是广播电视的行政管理

部门，对于社会力量参与节目制作和发行应当持一种扶持、支持的态

度，这有助于打破行业垄断、条块分割，为电视产业化增添动力；三是

可以逐步放开社会资本进入电视节目制作和经营领域，当然从政策上要

限制民营资本和境外资本进入电视媒体播出发布和传输领域，也就是不

能办台和进入网络，但是，这些资本进入前期节目采集和制作领域，还

是可行的，这种社会资本的参与能够为电视产业化提供巨大的推动力

量。 

   

  有线电视网的台网分离是一种形式的专业化分工。分离之后，台可

以把经营重点放在追求广告收益极大化之上，网则可以专注与有线网络

资源的综合开发，凭借宽频远程通讯和覆盖面广的优势，做好节目传输

 



和增值服务业务，满足社会在经济增长下信息、娱乐、教育、医疗和通

信等消费需求，开辟潜力巨大的新的收益来源，这就符合广开财源、增

加收入、提高投入产出比的电视产业化基本要求。 

  以产业架构取代行政体制 

   

  中国电视从行业内来看，各地电视台的行政归属和资金来源都是各

级政府，由于地方利益保护，市场极为分散，十分不利于产业化发展。

一些先成立的广电集团，如湖南广电集团，日子并不好过。不是缺思路

和资金，而是缺市场，缺施展抱负的舞台，这是电视重组措施不配套、

改革目标不明确所造成的，但愿只是短期的过渡性问题。 

   

  产业化必须形成统一的大市场，市场资源的巨大优势才能发挥出

来，这是让国际传媒集团垂涎三尺的发展条件，不充分利用太可惜。 

   

  统一市场需要建立一个开放性的频道传输和节目发行体制，而不仅

仅是一个打破四级办电视、以比较垂直的行政领导体制取代或弱化原有

体制。这里的关键是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省与市的利益关系，以机会均

等、能者多劳、共同发展的公平开放原则逐步消除保护主义壁垒，绝不

能以一种新形式的保护主义取代原有的保护主义。 

   

  产业架构的建立只有遵循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之路才有生命力。现

在是商品经济时代，大家都讲求投入产出和利益回报，地方政府投资建

铺网，不能总是以行政命令手段强迫人家免费让出频道资源和网络使用

权。中央台是关系国家政策发布和舆论导向的重要频道，可以用法规形

式确定各地有义务必须转播，美国也有法规强制各地有线网络必须拨出

公用频道转播向国家支付巨额牌照费的全国性无线台的频道，但是中央

台的频道越来越多，现在有了11套，都要人家转播，人家哪能吃得消，

看来有必要实行比较商业化的操作模式了。 

   

  美国的电视频道和节目供应商与网络运营商的关系是，如果你的频

道好，可以帮助网络运营商争取大批用户付费入网，网络运营商会因为

其收视费收入大增而乐于免费让频道供应商占用它的网络频段，并且独

享广告收益，甚至网络运营商为了防止频道供应商选择其它有线网络，

而会与频道供应商分享收视费。 

   

  在新的产业架构下，规模化生产、资本化操作、专业化分工、社会

化参与和市场化经营多方面融为一体，产业化的一盘棋就可以联动走

活，中国电视的产业化才能有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 

  (作者系中国文化报社《文化月刊》产经论坛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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