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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媒体未来的受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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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美学将接受者置于中心的地位，而未被阅读的作品只能算“潜在的存在”或“可能的存

在”，接受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于艺术生产和受众的传统看法，它使我们更加注重艺术

性生产领域中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过程中的“对话”性，使我们更加注重作为消费者的受众

的反应。我们也可以说，受众已经或正在走向中心地位，而生产者的全部任务就是学会如何与

他们“对话”。 

  中国电视受众模式大致经历了从接受型到参与型的转变。我们认为：在不远的将来，将会

出现一种用户型的全新受众模式。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电视观众基本上是一种接受型的收看行为，这种接受型的模

式有如下特点： 

  1.信息的发布者具有“绝对的权威”，把信息单方面地“强化”地推向受众。 

  2.接受者没有任何主动性，“被迫”接受来自电视荧屏上的各类信息。 

  3.电视的生产过程成为一种单向流动，生产者与消费者构成“训话”方式。由于受众不具

备任何主动性和影响力，电视生产无法产生互动性，它仅仅只能完成信息从制作者流动到观众

的单向运动方式。 

  复旦大学教授顾晓鸣说：“直到1996年以前，我们都以为观众是我们编一个菜单让他们去

吃。”他对于中国早期电视的制作者与接受者的关系的描述是相当准确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受众模式开始从接受型向参与型转换。参与型的受众模式共

有如下特点： 

  1.电视制作者以发送信息为主，也同时接受反馈。 

  2.接受者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和权利。他可以是现场观众，可以是通过电话或以通信的方式

参与节目，他(她)还可能是“嘉宾”。 

  3.电视生产过程成为一种“主”(主持人)/“客”(嘉宾)的有限双向流动，生产者与消费

者共同完成“谈话”的游戏。 

  出现这种变化有其较为深厚的背景：1.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成为电视大国，竞争日渐

激烈，迫使电视对受众进行“让利”。而不同媒体之间的竞争一点儿也不平静，受众的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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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演愈烈，这样，电视必须改变以往的“我播你看”的单向传播方式，而向多面和交互传播方

向发展，以争取更多的受众；  

  2.受众欣赏水平的提高。他们不再满足于你播什么我听什么、看什么，他们的欣赏口味日

趋多元化，也要求有更多的自主权。 

  参与型是目前中国和世界电视界最主要的受众模式，而且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一

种独宠的模式。 

  参与型的受众模式毕竟是电视人对于受众的“谈话”，是一种有“主”/“客”之分的有

限交流模式。而作为人，作为受众，他需要的是平等的“对话”，是不分主客的交流，是完全

双向的互动。这便是本文用户型模式。 

  第四媒体——网络的出现，为电视受众的明天提供了一定的启迪。这就是，电视受众将向

用户型模式发展。在网络中，由于用户与版主、用户与用户之间直接、即时、双向的交流成为

可能，每个人既是信息的发布者，也是信息的接受者。因此，“自由、平等、参与、兼容”已

经构成了它的基本品质，正是这种品质，正是由于“对话、公众论坛、自由出入”的优势，网

络广受欢迎。 

  在网络的BBS中，版主与电视节目是不同的：1.电视主持人相对的固定性，而版主完全是

“随意”的。电视主持人一般是由电视台的专职人员承担，而BBS的版主则往往由某一个用户

自觉担任，而且随时有可能置换，这就使得BBS带有更多的“民间性”和“自娱性”；2.电视

主持人仍然是节目的中心，是节目的组织者，受众的参与是在有效管理下的有限参与，而BBS

中版主则只是节目的维护者，用户在节目中是一个完全的自由人；3.电视受众的参与具有时间

性，何时参加，参加多久，播放多久，都有严格的限定，而BBS用户则不受时间的影响，如果

他愿意，他可以整天在那里生存。 

  “自由、平等、参与、兼容”，网络的这些美好品质能为电视所用吗？我们想，这一前景

将会变成现实。随着技术的进步可视电话将迅速普及，使电视与受众、受众与受众以及所有用

户在不同空间的即时“对话”(音、像)不再具备障碍。2003年，我国全面推进有线数字电视，

用户通过数字电视机顶盒内部软件功能，不仅可以在自己方便的时候随时调看已播出的节目，

根据自己的个性对电视频道进行选择播放、点播收看等，享受个性化的电视节目服务，而且可

以实现如因特网浏览、视频点播、家庭电子商务等多种应用，通过数字电视，足不出户就能炒

股，收看和大盘同步的股市行情和个股分析，查询历史记录，享受在线游戏等多种交互式的娱

乐服务，从被动收看到主动地选择，受到“一对一”的服务。人们还可以通过电视机向电视台

和其他用户传送指令或请求，人机对话成为可能。在这种技术的支持下，电视受众的用户型模

式可能会出现以下的景况： 

  1.电视节目不再受时间的限制，“时间段”的说法将会消失。在未来的电视节目中，每一

个节目类型是永远的“现场”，即节目一直就在流动状态中。在新闻版块中，它的信息几乎与

事件同步，信息被即时加入。而在一些谈话类或娱乐类的节目中，“谈话”和“游戏”是不会

被中断的，用户可以随时进场和退席。 

  2.电视成为一个巨大的信息库，用户可以通过点击菜单的方式，随时和任意获取被随时更

新的信息。在目前的电视节目中，信息(如新闻、文艺、服务资讯)是在时间流程中被线性叙述

出来的，它已被电视台模块式编排，观众无法打破这种模块，接受信息时仍然具有被动性；另

外，这些信息在受众那里具有不可重复性或不可储存性的缺陷。而在未来的电视世界里，信息

是一个巨大的仓库，而在这个仓库中，旧的信息不被删除，新的信息即时加入，它们仍旧是以

目前的这种音像播放的方式出现的，用户可以通过点击的方式，任意选择每一条或新或旧的信

息。 

 



  3.用户可以通过人机对话的方式，随时介入任何一个游戏和节目“现场”，成为一个“在

场”的参与者和对话者。例如，在“谈话类”节目中，用户可以随时“闯入”此类节目的“聊

天室”，以自己的形象和声音，“现场”发表自己的意见。例如，在游戏类节目中，观众可以

用人机对话的方式参与到游戏中，表现自己的智慧与快乐。 

  4.用户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成为信息的发放者。在目前的电视节目尤其是新闻类节目

中，受众依然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在新型的节目中，用户除了接受信息外，他还可以同时

把自己获得的信息通过网络传送出去。 

  5.“主持人”将在受众中产生，并被受众选举和更换。我们可以为一个未来的电视用户作

一个小小的假设：现在是晚上十点种，一位生物学家在完成了一个实验后习惯性地坐在电视机

旁，他通过语言发出指令，打开了电视机，有选择性地打开了当天的国际国内要闻，这些要闻

均是十几个小时之内所发生，然后他通过语言指令到科技新闻频道，看了最新的信息，这些信

息并不是由播音员和电视台播放的，而是由其中的用户通过网络传送出来的，但这位生物学家

丝毫不怀疑它的真实性，因为恶意发送信息将受到法律的制裁。生物学家看完新闻后，随即启

动录像系统，将他最近的科研成果信息发送出去，镜头由他本人的播音和部分实验图片构成。

紧接着他来到谈话节目，十多个会议室，每一个室都有一个主持，他去了自己熟悉的B3室，许

多人他都认识，他通过可视电话与各位宾客问好，然后找了几个朋友，开始聊一些共同感兴趣

的话题。聊完，他通过电视网络，从影视库中调出一部新的电视剧，自得其乐地看了起来…… 

  用户型受众模式毕竟在拟想之中，它的更详细的图景要在如上技术支持下逐步清晰。但

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天会很快到来，因为我们相信，技术革命的步伐无法阻挡，因为我们

相信，“自由、平等、参与、兼容”是每一位受众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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