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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线传媒：中国民营电视的标本还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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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世纪90年代末兴起的中国电视产业改革浪潮的产物，光线见证并经历了中国电视改革过

程中的几乎每一个细节，其成长与发展历程对于中国民营电视研究有着绝对的标本意义，而其

未来的发展趋势也应该说是代 表了中国民营电视公司的发展方向。 

说到光线传媒，没有人会否认它是中国民营电视公司的一面旗帜。从1998年启动资本仅十万

元，靠卖策划报告、为厂商制作宣传短片为生的“光线电视研究策划中心”到1999年向全国

100多家电视台发行的《中国娱乐报道》，再到今天拥有12档节目，每日制作量超过6小时，节

目在全国近300个电视频道600台次播放的节目制作公司及媒体运营商，光线传媒在总裁王长田

的带领下，五六年间成长为中国内地最大的民营电视制作公司，年收入达到了3个亿。 

●坚守娱乐节目 制作主阵地 

光线传媒首先是一个节目制作公司，一个内容提供商，在现行的中国电视产业政策下，这恐怕

也是绝大多数民营电视公司未来几年里所能担当的最主要角色。光线传媒是靠做娱乐类节目，

具体说是靠做娱乐资讯起家的，用总裁王长田的话说就是“一个节目带来了一堆节目，然后带

来了一个频道，或者是一个公司、一个行业”，这里的“一个节目”就是《中国娱乐报道》，

即后来的《娱乐现场》。光线及其他一些民营电视制作公司如欢乐传媒、派格太合环球传媒等

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娱乐类节目作为突破口并非偶然，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带给中国电视的是娱乐

属性的长期缺位，电视台作为政府喉舌的定位也使娱乐类节目成为中国电视最柔性、最具产业

化可能的节目类型。而在国际电视界，电视和娱乐的结合与电视和体育的结合一同被认为是最

能带来丰厚利润两种产业结合。国外所有大的传媒集团，往往同时也是大的娱乐集团，比如说

时代华纳、维亚康姆、迪斯尼、新闻集团等等。在中国随着中国电视娱乐属性的回归，娱乐类

节目成为最具生长点的电视节目类型，娱乐节目制作也成为中国民营电视制作公司对抗国有电

视台自办节目的“杀手锏”。 

几年的摸爬滚打，大多数民营电视制作公司在娱乐节目制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节目策划、节目

制作经验，拥有一套和国际接轨的管理理念和营销模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光线传

媒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条颇为完整的从策划、制作、包装、发行、广告到相关增值服务的产业

链。这条产业链生产出来的产品是以被称为“娱乐界的《新闻联播》”的《娱乐现场》领军，

结合陆续推出了《海外娱乐现场》、《百事音乐风云榜》、《明星》等一批栏目所形成的一个

资源共享的娱乐资讯及综艺类栏目群。光线的信息发布平台如此强势，娱乐界甚至对它产生了

某种依赖。2004年2月，著名演员吴若甫被绑架，他被解救出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大清

早跑到光线的演播室接受采访。赵薇的军旗装事件发生后，也是亲自打电话叫光线的记者到新

疆去采访。因为明星们知道，他们一旦接受光线的采访，就相当于同时在五六个节目里露面，

而且这些节目可以在全国数百家电视台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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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大的国家产业政策与行业定位来说，还是从企业内部利益诉求与竞争优势来说，继续

坚守自己的主业——娱乐资讯及其他娱乐类栏目的制作，对民营电视制作公司都有着重大的意

义，也是未来民营电视制作公司发展趋势之一，光线就在不久前向全国推出了一档全新的娱乐

栏目《淑女大学堂》，受众群锁定为都市年轻女性，在娱乐节目分众传播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

的一步。 

●借助新电视媒体 突破渠道壁垒 

2005年新年伊始，当北京观众打开电视机调到北京四台，像往常一样准备收看热播娱乐资讯栏

目《娱乐现场》时，会发现它原来的节目时段已被其他栏目所代替——《娱乐现场》已撤出北

京四台而移师中国教育电视台三频道。北京电视台对此事件的说法是台里在2004年年末对各频

道节目进行了专业化调整，《娱乐现场》原先所在的北京四台成为纯粹的影视频道，不再设置

娱乐资讯类栏目。《娱乐现场》原可以转到北京二台，但这又与该频道原有的《每日文化播

报》相冲突，北京台最终放弃了《娱乐现场》而选择了自办栏目《每日文化播报》。几乎与此

同时，派格太合出品的娱乐节目《娱乐任我行》也要换地方了，今年7月因旅游卫视改版而改

换平台的《娱乐任我行》，1月3日开始又重回旅游卫视的怀抱。 

民营电视公司制作的节目东奔西跑的现象背后，折射出的正是他们小媳妇般无奈的处境。虽然

作为电视节目内容供应商的民营电视公司早已告别了国家政策的边缘地带，但和渠道控制者电

视台相比，他们从来没能获得平等的话语权。实际上，民营电视公司在节目的时段选择和价格

制定方面都处于弱势。 

目前，电视台向民营电视公司购买节目，基本使用目前通行的电视制作公司贴片广告政策——

利用电视节目播出的广告时间段交换电视节目，换言之，电视台几乎在不花钱的情况下，就将

他们的节目播出权买下。而在有些频道，电视台还要求制作公司必须以每月预付款的方式包销

由电视台收益的剩余广告时间。《娱乐现场》这次出走，据光线人士透露就是因为去年末北京

台又提出新的条件，《娱乐现场》除买断自身节目的两分钟广告时段外，还要再买下北京台所

拥有的另外４分钟广告时段，“这笔费用一年大概要6000多万元，对于光线来说难以承受”，

这显然使民营电视生存空间更加窄小。据业内人士透露，在国外，1个小时节目可以换5分钟～

7分钟广告，国内一个节目可能只有1分钟的贴片广告，在这样的环境下，制作公司原本10%的

赢利比例将变得更加微弱。 

有鉴于此，光线传媒等几大民营电视制作公司正在积极寻找出路，打破电视台对播出渠道的垄

断成为他们的共同目标。欢乐传媒就联合上海开麦拉买断在国内处于相对弱势的卫视台——内

蒙古卫视15年的经营权。与欢乐传媒这种做法不一样的是，光线传媒更看好数字电视、网络电

视等正在兴起的新电视媒体。 

刚刚过去的2004年被称为“数字电视年”，国家出台了《中国有线电视向数字化过渡时间

表》，目前全国已经批准了49个数字电视试点城市，135个数字付费电视频道，实际开播70多

个频道。同时，随着宽带网络的建设和宽带用户的增长，基于电信网的网络电视（IPTV）也开

始蓬勃发展起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传统媒体纷纷进军网络，很多电信运营商甚至

声称 2005年是网络电视年。 

数字电视、网络电视的发展不仅带来了节目内容的大量需求从而扩展了民营电视制作公司的市

场空间，更重要的是给他们带来了打破渠道壁垒的希望。目前，光线传媒正与北京广电集团筹

划一个数字付费频道，预计2005年5月开播，同时，在光线建立的E视网上，各种宽频服务正在

推出。届时光线散布各地的记者站、每天入库的将近30个小时的素材资料、以及所积累的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版权的将近四万小时娱乐素材等等都将为光线旗下数字付费频道、网络电视频道

提供内容保障。 

 



●合资或上市 谋求生存与发展 

资金一直是民营电视公司面临的困境之一，资金的匮乏严重影响了民营公司的业务扩展和竞争

实力的提升，与国外资本联合或者上市融资成为未来民营电视公司发展的另一大趋势。2004年

11月29日，国家广电总局和商务部共同颁布了《中外合资、合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企业管

理暂行规定》（第44号令），降低了外资准入门槛，规定外资媒体公司可入股国内广播电视节

目制作经营企业，但中方投资人持股比例不应少于51%。合营企业可以制作专题、专栏、综

艺、动画片等广播电视节目，但不得制作时政新闻和同类的专题、专栏节目。 

这条法令的颁布，对主要从事娱乐类节目制作的民营电视公司来说，挑战固然存在（外国传媒

集团的进入使娱乐节目市场竞争更显激烈，进一步挤压了处于弱势的民营公司的生存空间），

但也为民营电视公司与国外资本合作壮大自身实力提供了政策保障。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也透

露，公司近期正在运作与欧洲一家著名的节目内容制作商成立合资公司的项目。但是并非所有

民营电视公司都能如光线传媒那样寻求到适合的外资来全面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尽管第44号令

已经将合资对象从《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上规定的“国有电视节目制作单位”

变成“中方”，但民营电视商想获得外资传媒公司资本的青睐并不是一件易事，外资一般都会

选择国有媒体或者实力已经比较强大的企业合作，例如华纳和中影以及横店集团的合作。“民

营电视商致命的弱点根源，在于缺乏自己的网络和播出平台，在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唐龙

国际一位内部人士表达了这一有些悲观的看法。与地方台相比，民营电视节目制作公司缺少政

策和渠道优势，不大可能被外资公司选为合作伙伴。 

除了与国外资本联合，民营公司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即上市。“如果进展顺利的话，2005年

底光线就可以上市”，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说，他透露暂定的目标是香港主板。而据《经济参

考报》报道，在《欢乐总动员》平台上起飞的民间传媒新贵欢乐传媒，也将完成其首次融资之

旅——到新加坡上市。但是由于政府对传媒行业的严格控制，再加上目前行业中大部分民营公

司存在规模小、盈利少的问题，很多准备上市的制作公司都经不起上市前的财务问题审查，也

使得上市之路对很多民营制作公司来说是前途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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