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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看待电视剧以收视率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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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点论价"，顾名思义，是指电视剧买卖双方根据收视率，即"点"的高低，最终决定价格的

一种购销方式。它不像以往那样，你说个价，我再还个价，双方都认可便拍板，而是把播出后

的收视率当成最终决定价格的刚性指标。 

   

  从《田教授家的28个保姆》到《龙票》谈"以点论价"的操作模式 

   

  这种依照收视率高低"以点论价"的购销方式，1999年5月在上海最早试行。当时，上海电

视台购买的是电视剧《田教授家的28个保姆》。此后，重庆、南京、安徽、江苏、北京等省市

级电视台也相继尝试了这种机制。 

   

  到2004年下半年，素有中国电视航母之称的中央电视台也由于自身对电视剧采集制度的变

革，开始推行"以点论价"的购销机制，并在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影视节目展中以此法收购了商

贾题材剧《龙票》。至此，"以点论价"在沉寂了一段时期后又成为业内热门话题，引起了关注

和重视。 

   

  《龙票》首播权出让的具体办法是：首先，计算出央视八套2004年1月至6月的最高平均收

视率3.39%；然后加上0.11%，得出播出电视剧的平均收视率基线3.5%，并以此定出一个收视基

本价格。待电视剧播出完毕后，再依据央视索福瑞统计出的数据算出该剧的平均收视率，规定

每超出平均收视率基线0.5%，就在基本价格上每集多付给1万元，以此累计；反之，收视率每

低于平均收视率基线0.5%，就在基本价格上每集少付给1万元。 

   

  需要解释的地方有几个。一是另加的0.11%并没有特别含义，只是双方为了便于统计和估

算，经协商得出的；二是购片价格随收视率的高低进行波动，而且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换句话

说，就是购片价格采用上封顶、下保底的方案；三是在电视剧开播之前央视将支付收视基本买

价的80%，余额将根据播出后收视率的高低进行支付。 

   

  这种操作手法，与其他一些"以点论价"收购的电视剧，如上海电视台播出的《田教授家的

28个保姆》、北京电视台播出的《危险游戏》等相比较大同小异。由此，可以得出"以点论

价"的操作模式，有几个因素必不可少。 

   

  1．平均收视率基线 

   

  平均收视率基线是指电视剧播出平台在某一固定时段、某一固定时期内所创收视率的平均

值，或在此基础上共同认定的一个科学合理的收视值。平均收视率基线的作用显而易见，它是

电视剧购销双方评判电视剧播出效果的一个标准，也是决定最终购销价格的重要因素，它和电

·电视剧<花开有声>观后  

·有感于DV十年  

·守望纪录片的精神家园  

·浅析“韩剧”缓慢艺术  

·电影接触情况与评价  

·电视专题片的思维方式  

·电视专题片的节奏把握  

·<京华烟云>收视率缘何低  

·获奖纪录片创作十种方式  

·纪实形式的多样化  

·“DV乌托邦”的幻灭  

·DV物语  

·春节，争夺收视闹荧屏  

·“以点论价”摭谈  

·《天下无贼》的叙事策…  

·聚焦西部历史电视剧  

·杂说电视与戏剧  

站内搜索 登陆 论坛注册



视剧播出平台的品质、营销策略、市场态势以及观众的好恶有直接关系。 

   

  2．收视基本价格 

   

  收视基本价格是指电视剧在播出时，其实际收视率达到平均收视率基线后，电视剧购销双

方为此而约定的一个基本价格，该价格一般以每集的价格进行划定。 

   

  从目前国内电视剧市场来看，电视剧质量、制片方信誉、主创阵容、频道价值、时段价

值、购买方的预算、销售方的成本，以及市场的炒作程度等都将决定电视剧的收视基本价格。

按现在的市场经验，国产剧的价格要高于海外引进剧，古装剧的价格要高于其他类型的电视

剧，东部地区的市场价格要高于西部地区的市场价格。 

   

  3．收视率梯度和价格梯度 

   

  收视率梯度是指电视剧播出后，实际收视率每超过或低于平均收视率基线多少而发生购销

价格变化的一个尺度。同理可知，价格梯度是指电视剧播出后，当实际收视率达到某个收视梯

度时，与之相对应的价格标准。 

   

  收视率梯度和价格梯度有内在的关联，但由于中国电视节目市场还不是一个完全公平的竞

争格局，收视率梯度和价格梯度的确定存在人为因素，因此，电视剧的生产成本和利润关系在

一定范围内成为购销双方需要解决的难题。 

   

  4．封顶和保底 

   

  封顶和保底是保护电视剧购销双方利益的一种手段。因为，一旦签订了"以点论价"的购销

合同后，买卖双方都希望电视剧的播出给自己带来最大限度的赢利，而且赢利的基础都建立在

收视率的表现上。假如收视率高到电视台的广告份额已经饱和了还在飙升，那么，作为买方的

电视台自然无钱可赚，叫好不叫座，甚至"陪了夫人又折兵"的局面都难以避免。相反，假如收

视率低得不能再低，那受损失的自然是卖方的制作机构，这样的结果是他们不愿意看到，也不

能完全接受的。因此，以收视率高低论英雄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局限性。购销双方在签

订"以点论价"的合同时，如果采用封顶和保底的做法是十分明智和有效的，同时，它也是中国

电视节目市场得以良性发展的有利保证。 

   

  从"冯骥案件"到"《龙票》贬值"谈"以点论价"的良性潜质 

   

  在谈"以点论价"的良性潜质之前，有两件事不得不提，一件是原央视文艺中心副主任、影

视部主任冯骥在主管电视剧购播工作中，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一件是央视首部"以

点论价"购得的电视剧《龙票》，收视率惨遭"滑铁卢"，出品人公开承认投资失败。这两件事

都和央视有关，如果按时间进行分野，"冯骥案件"发生在央视"以点论价"购片制度实行之前；

而"《龙票》贬值"则发生在此制度实行之后。之所以引用这样的例子，是想在下面就"以点论

价"是如何防止类似"冯骥案件"的发生，又如何在电视剧收视率低迷时，对电视媒体进行市场

保护等一些良性潜质进行具体的阐述。 

   

  1．"以点论价"遏制购播权力寻租 

   

  中国媒介制度最独特的就是"一元体制，二元运作"。媒介是国家所有制，但运作起来最主

要的是利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去获取广告利润，而这种制度的直接结果便是"右手的政治权用于

左手的经济权"，从而在制度上为腐败提供了可能。特别是影响中国90%以上人群的电视行业内

部不同层级的工作岗位都拥有巨大的"媒介权力"，他们可以用这种权力换取政治、经济和社会

利益，甚至"用公共权力在市场中寻找租金"。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形象地称之为"媒介权



力寻租"。 

   

  目前，中国电视剧市场严重的供大于求和电视台的垄断行为，使得电视剧的产销呈现出浓

厚的买方市场色彩，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就为电视剧的购播体系提供了极大的寻租空

间。长此以往势必对电视节目市场的良性发展形成一种阻碍。如果能把购播体系纳入到市场的

轨道中，完全放开，自由竞争，当然出现行贿受贿的几率就小得多。但问题是我们现行的电视

节目市场发育还不健全，电视剧收购渠道基本处于垄断状态，电视台往往是一个口子进片，竞

争不复存在，即使有的地方存在几个频道、几个人之间的竞争，但整体来说开放度不够，难以

对"购播权力寻租"起到遏制的作用。 

   

  "以点论价"的购销机制第一次把收视率和价格的关系在购销合同中加以明确，推行这样的

机制对防止电视剧购播体系中的"权力寻租"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对电视剧的购买在原则

上引入了按质论价的竞争；二是市场表现欠佳的电视剧意味着卖方无钱可挣。因此，按照中国

传媒大学电视剧市场研究专家赵子忠的分析，一个电视剧要盈利，需要三方面的保证——选题

的把握、制片的质量、与电视台的关系。如此一来，"以点论价"的购销机制，最少将赵子忠先

生所言的"关系"，即潜规则中的金钱化，从制度上加以了阻截。 

   

  2．"以点论价"催生精品电视剧 

   

  "以点论价"的购销机制使过去那种仅靠炒作和几分钟片花就能"驰骋市场"的不良行为受到

制止。同时，也促进了电视剧创作题材的更加丰富多样。另外，也有效的避免了电视剧购销过

程中的人情问题。尽管现在从事制作的企业方与负责收购的电视台对此都有许多难言之处，但

不管怎样，人情因素决不应是我国电视节目市场体系中的必要成分。所以，"以点论价"的购销

机制对电视剧的价格进行客观地估算，真正实现了以电视剧精彩程度买单的目的，无疑让"人

情剧"无法播出，更无法获利，从而提高了制作者的"精品意识"，让他们明白只有拿出高质量

的产品才能立足市场。这一点，正如央视影视部主任汪国辉说的那样："如果都以收视率作为

价格的依据，今后制作公司一开始就会更多考虑可看性，而不像现在不少公司负责人还是拍着

脑门作决策，包括民营公司。" 

   

  3．"以点论价"规范电视节目市场 

   

  "以点论价"的核心是电视剧的购销价格最终由收视率的高低作决定，让观众手中的遥控器

成为电视剧买卖双方"秋后算账"的砝码。这样，把电视剧的交易摊在了阳光下，对电视节目市

场的规范和繁荣将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抑制了暴利，制止了哄抬价格 

   

  实行"以点论价"其实就是"按质论价，优质优价"，对原先价格恶性攀比暴涨的无序局面进

行了有效的控制，让价格和价值回归到一个正常合理的范围内，终结所谓的"暴利时代"。 

   

  强化了管理，完善了购片机制 

   

  目前，"以点论价"的购销机制，整个工作流程透明、公正、便于监督，从根本上杜绝了一

两个人说了算的现象和软绵绵的"人情风"，工作实绩最终都可以直接与节目播出后的收视情况

挂起钩来。 

   

  繁荣了市场，形成了良性循环 

   

  所谓良性循环，在电视台这一方就是用好价钱换来好剧集，得到好的收视率和好的广告回

报，从而有能力去买下一部好剧；而在影视制作机构那一方，则是花大钱做一部好剧，然后卖

个好价钱，再投入下一部剧集的生产。这样，不仅可以让电视台降低购片风险、提高收视率，

 



而且让影视制作机构也有利可图，更重要的是对电视节目市场的繁荣大有裨益。 

   

  从上海电视台试行到中央电视台实行谈"以点论价"的跟进方案 

   

  "以点论价"的购销机制从上海台最早试行，到央视现在实行，可以说走过了一条从"地

方"到"中央"的路。最近，在央视成功购得《龙票》后，很多地方台也跃跃欲试，开始考虑是

否跟进，如何跟进的问题。 

   

  首先，应该肯定"以点论价"的良性潜质无疑能吸引更多更好的电视剧，而且有利于影视制

作机构和电视台共担风险。同时，对电视节目市场的规范和繁荣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及

时跟进"以点论价"的购销机制还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对于如何跟进的问题，下面有三种方案值得参考。一是电视剧播出平台的所有电视

剧都通过"以点论价"的方式进行收购，现在，这种方案央视八套正在推行；二是电视剧播出平

台采用"以点论价"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两种方式进行电视剧的收购。从国内来看，目前只

有江苏台这样做；三是遇到特殊剧、特殊情况或特殊要求时，偶尔试行"以点论价"的收购方

式，目前这种现象在上海台、北京台居多。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地方台讨论是否跟进"以点论价"的购销机制中，业内同样听到了一

些反对的声音，如陕西电视台节目中心的一位负责人就表示："首先地方台会存在许多竞争。

对于省级与市级电视台两个播出平台，哪个出价高自然卖给哪个平台。根本没有必要等收视率

的调查结果。虽然地方各家电视台都在不断的改革，高价购买好剧来提高收视率和增加广告，

但以收视率为影视公司‘返点'目前还不太可能。"对这样的声音我们表示欢迎，因为它可以引

发我们深入地思考，让计划更加缜密，让行动更加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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