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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时代地市级电视台传播力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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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德品 

  现状分析 

  1.地市级电视台传播力存在先天不足 

  到目前为止，我国电视体制实行的仍然是1983年第十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上制定的

“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事业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中央台、省级卫视、本省地

面频道可以覆盖到地市，地市级电视台的传播范围受限于本地行政管辖区域，覆盖空间有

限，难以拓展受众规模；而且，由于政策、资金、人力、财力、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地市

级电视台无法与中央台、省级台进行平等自由竞争，限制了其进行传播力构建的热情。 

  2.“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双轨体制导致事业性质与企业性质界限不明 

  我国对传统媒体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体制，这是一种折中的半市场化体

制，是在财政无法对媒体事业进行充分投入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政策。但由于长期的“事

业单位”性质，传统媒体在其发展过程中，开拓性不足，市场化程度低。大多数地市级电

视台都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端着铁饭碗，吃着大锅饭，其很大程度上只完成上级交代的

宣传任务，对传播力构建没有足够的重视。而且，由于市场化不足，地市级电视台的双轨

体制没有形成良好循环，电视台本身没有足够的品牌资产来支撑电视台的市场化，企业化

管理也没有为电视台的事业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保障；而地方财政提供给电视台的发展资

金更是挤牙膏式的，无法形成全面系统的建设，设备更新换代慢，跟不上科学技术的发

展。 

  3.话语权紧缩，甚至失语，导致地市级电视台公信力下降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行政意味浓厚，如一般以地市主要负责人活动

报道为新闻头条，时政新闻、特别是涉及地市负责人的新闻报道不是以新闻价值的高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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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报道的长短，而是以级别的高低来确定新闻报道的时长，随意推迟新闻联播的播出时

间等；另一方面是舆论监督力欠缺，特别是在涉及本地的重大事件、热点问题、突发事

件、群体性事件的报道时，当地媒体往往集体噤声（这其实也是全国众多地方媒体的一个

普遍现象），如南京市翁彪“自焚”事件、江西定南“封杀”《人民日报》、贵州的瓮安

事件、湖北的石首事件，以及海南校长带学生开房事件等。 

  4.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崛起，地市级电视台被边缘化的趋势更加明显 

  新媒体的发展，改变了报纸、广播、电视三分天下的格局，变成众虎争食的激烈竞争

局面，使电视媒体陷入了多重困境：观众规模缩小、年轻受众流失、电视开机率下降、视

频网站分流收视等。①地市级电视台更是处于雪上加霜的状态，不仅在电视媒体内部面临

中央台、省台的打压与挤占，更面临新媒体咄咄逼人的竞争。随着新媒体优势的进一步凸

显，电视受众特别是年轻受众将进一步流失，地市级电视台被边缘化的趋势将更加明显。 

   

  当前加强地市级电视台传播力构建的必要性 

  1.加强地市级电视台传播力建设，在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中国梦方面具有本土化的独特优势 

  电视媒体兼具视听功能，具有新闻传播、社会教育、文化娱乐和信息服务功能，是当

今社会最具社会影响力的电子媒体。四川大学教授欧阳宏生认为，电视在实现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传播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是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和引导的主导性媒介。②在传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中国梦的理念时，中央台、省台面对的是全

国、全省范围的受众，是一种泛化的传播，其分众性、对象化的程度就弱得多，和地方受

众存在着天然的隔膜。而地市级电视台可以根据多年的办台经验，结合当地的民情、风

俗、文化等方面的因素，选择最适合本地受众接受和喜爱的方式进行传播，更易于被当地

受众接受和理解。 

  2.地市级电视台传播力建设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推动力之一 

  首先，地市级电视台是地方党委政府的“喉舌”，承担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正确引

导社会舆论、解读当地党委政府经济社会重大决策、构建和谐社会、塑造和提升当地党委

政府形象的责任，在稳定地方政治、促进经济发展、丰富文化生活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

用。 

  其次，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地市级电视台不再是单一的宣传工具，可以利用

其对地方文化的深刻了解、把握与积累，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推动地方产业结构转型，成

为地方文化产业的主要支柱，在传承地方文化、彰显地方文化魅力、打造地方文化软实力

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构建地市级电视台传播力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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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提高地市级电视台的公信力，是构建地市级电视台传播力的关键 

  首先，地市级电视台要珍惜并着力提升自身的公信力。传统媒体在广大受众的心里，

一直以公正、权威、理性、负责的形象而著称。地市级电视台要珍惜这种荣誉，维护好这

种形象，并进行提升，要强化内容为王的观念，配合地方党委政府搞好议程设置，以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为出发点，做好新闻报道策划，增强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积极主

动关注地方重大事件、热点问题、突发事件等，真正实现“三贴近”，把“走转改”落到

实处，这样才能赢得受众的关注，培养受众的忠诚度，从而提升自身的公信力。 

  其次，争取地方党委政府的理解与支持，提升公信力。一些地方政府在处置一些危机

事件的时候，特别是重大突发事件，还沿用着封闭或者半封闭的社会环境中的处理办法，

采取“封堵”、“秘而不宣”的办法，缺乏危机处置的媒体公关经验，对相关新闻报道存

在着误解。其实，赋予地方电视台正常的舆论监督权与适当的话语权，一方面是地方政府

新闻执政能力的表现，在重大事件、突发事件发生时能抢占舆论制高点，赢得更大的话语

权；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电视台履行好舆论宣导抚慰功能，这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

诉求容易集中爆发的时期是非常必要的。四川大学蒋晓丽教授指出：“大众传媒作为社会

危机的‘调节器’，在帮助危机中的民众树立正确的心态、减缓并摆脱焦虑与不安的折

磨、唤起他们内心的自信等方面，发挥着它自身的影响力。”③可见，大众传媒正常的舆

论监督与话语权，对处理重大事件、突发事件是有积极的作用的。 

  2.连横合纵，对外拓展传播空间，增强对外传播力 

  所谓连横合纵，就是地市级电视台要推动、加强与同种媒体、不同媒体、不同地域、

不同层级之间的媒体的合作，打破本地的行政区域限制，对外拓展传播空间，塑造自身形

象，增强自己的对外传播力。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昌凤在谈到江西日报传媒集

团、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和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之间的跨地区合作时说：“无论是在中国现代

新闻史上，还是在当代西方传媒界，都并不限定行政区域式的传媒界限，并且非常重视跨

地区的新闻报道和采编、营销的合作与横向交流，因为这更符合新闻业的要求和本质，也

更有生命力。”④这种说法对电视媒体来说，同样也是适合的。 

  同时，连横合纵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打破地域特色下的自我封闭、自我欣赏、自娱自

乐等现状，在与外界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寻求共鸣，从而达到既关注地域文化特色，同

时又能关注外面的世界，练就地域视角下的全国、甚至是全球化的视野。地市级电视台如

果真要走出去，或者真要把本地区的文化传播出去，必须从全人类都关注历史、文化、环

保、旅游等方面来做一些东西，寻求共鸣，达到对外传播的目的。 

  3.借力新媒体，改变单一传播方式，增加传播渠道 

  全媒体时代，特别是随着“三网融合”的逐步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已经成

为一种必然。电视媒体只有主动利用互联网、善用互联网，融合新媒体，在内容为王的前

提下，提高“渠道为王”的意识，形成台网互融、电视台与移动多媒体互相结合的模式，

争取各个领域范围的受众，提高自己的影响力、传播力，减少与新媒体之间的竞争，才能

达到多方共赢的结果。城市电视台也可以借此尽快实现从传统意义上的舆论宣传阵地向适



应新型传播格局的舆论引导阵地转型。 

  注释： 

  ①沈浩卿：《全媒体时代，电视的生存危机》[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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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欧阳宏生：《电视传播核心价值论》[J]，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第12页 

  ③蒋晓丽主编：《传媒宣导抚慰功能——兼论在西部地区的特殊作用》[M]，四川大

学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177页 

  ④陈昌凤：《媒体跨地区合作的历史性创新》[J]，《中国记者》，2013年第4期，第

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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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青年记者2013年9月下 

编辑: 解西伟

【发表评论】   【打印本文】   【收藏本页】  【返回顶部】   【关闭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