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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每次去北京出差，总是要出租车绕行西长安街，望着那栋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浅蓝色火柴盒式大

楼，心中总会泛起复杂的感情。“麦子/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

的中心/被你灼伤/我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用海子的诗句来表达，也许并不贴切，但CCTV的

确和我记忆中最疯狂最执着最美好最痛苦的部分纠缠在一起。我在那里度过激动人心的7年，

那是我最好的青春时光，热情，冲动，向往创造，并且把“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当作自

己的理想。尤其是我曾经工作过的新闻评论部，可谓精英云集，兄弟们来自五湖四海，怀抱一

腔艺术情怀与正义追求，肝胆相照豪气干云，指点江山激扬电视。《东方时空》、《焦点访

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哪一个节目不在中国电视界引发一场革命？在今天中国

最优秀的电视栏目里，我们几乎都能看到当年评论部人的影子。迄今为止，我仍然经常魂牵梦

萦。   

CCTV为我们创造的理想主义氛围，位卑未敢忘忧国，还有什么比年轻人执着的家国情怀和纯真

的艺术追求更令人感动？然而，CCTV也是我们的伤心之地，多少次，呕心沥血之作被迫枪毙；

多少夜，我们不得不违心赶制那些应景的垃圾；多少回，目睹老百姓的哭诉却无能为力。在我

心中，CCTV是个那么复杂的混合体，那么多的精华与那么多糟粕，那么多杰出之士与那么多混

世之徒，那么强烈的创新意识与那么陈旧的传播方式，那么强势的媒体与那么卑微的个体，那

么灵活的制片人制与那么呆板那么浪费那么臃肿的管理机构，那么多优秀栏目与那么多陈腐不

堪的节目，等等。可以说，CCTV混合了新兴阶级与没落贵族的双重特性。   

1999年秋天，我从CCTV辞职去了一家海外媒体。“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人在香港，痴心

不改，对CCTV的每一个变化仍然十分关注，我深深地热爱着这个我工作过的媒体。我想把我若

干年来对国际媒体的研究和对CCTV的思考结合起来，与我昔日的同事分享。如果其中有什么尖

锐之处，那也是基于我对CCTV的真挚感情。   

二   

研究中国媒体的变革，恐怕难以绕开CCTV这个庞然大物。环顾全球，几乎没有哪个媒体能像

CCTV一样，在本国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12个频道，60多亿收入(占全国电视媒体广告收入的

一半)，仅次于新华社的员工数量，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设备，以及即将成为北京市标志建筑

的新央视大楼，信手掂来的这些数据已经说明了很多。再从节目看：   

《新闻联播》是世界上收视率最高的新闻栏目，每天近4亿人同时收看，是中国政府最权威的

信息发布窗口；每年的春节晚会是世界电视史的奇迹，80％以上的家庭到达率，使它成为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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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俗之一，一个电视节目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仪式，全球罕见；以《焦点访谈》、《新闻调

查》、《东方时空》、《今日说法》、《经济半小时》等为代表的舆论监督类栏目，成为中国

主要的权力监督手段之一；以《对话》、《实话实说》、《艺术人生》为代表的谈话节目，以

《幸运52》、《开心辞典》为代表的益智游戏节目，以《大风车》为代表的儿童节目，以《百

姓故事》、《纪录》为代表的纪录片创作，以《同一首歌》为代表的音乐节目等，均在全国电

视节目中处于最前沿最先进的位置。以我的理解，除了娱乐节目外，央视几乎横扫天下；央视

的体育节目已经完全占据了垄断地位，除了“英超”和“世界重量级拳击赛”外，其余所有的

国内外重要赛事的直播被央视尽收囊中，特别是奥运会和世界杯足球赛，央视的垄断令人望而

生畏。   

在电视剧方面，央视的大制作属亚洲翘楚，《三国演义》、《水浒》以及正在推出的金庸武侠

系列远播海外。央视8套霸主地位渐显，其播出的《雍正王朝》、《康熙王朝》、《橘子红

了》、《大明宫词》等每每引发万人空巷。不仅如此，它的无锡基地、涿州基地也成为中国最

重要的影视制作基地，等等。   

我想，已经不用再列举更多的证据了，当下中国，还没有出现一个挑战央视权威的媒体。但

是，我更想强调的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央视今天的地位并不完全缘于它依托政府的垄断

资源，而是在过去20年中央电视台锐意改革的结果。   

三   

为了思考央视的未来战略，我们也许有必要回顾它在过去20年的改革之路。近年来，关于报业

改革的书籍文章汗牛充栋，然而总结电视改革的学术著作十分罕见。以我的涉猎，大家主要研

究的是电视文化和节目制作的业务，前者主要是电视界以外的文化学者，其论述也基本不出法

兰克福学派尤其晚年阿多诺的研究范围；而后者主要是电视从业者的经验总结。只有少数学者

如喻国明、黄升民、丁俊杰等开始思考电视产业问题。   

正是从产业发展和宏观战略出发，我对CCTV的改革历程作出自己的理解。我把它分为三个阶

段：   

第一阶段，从1978到1993，改革内容局限在节目制作层面，我称之为前改革阶段，其标志性成

果包括：   

（1）1978年恢复《新闻联播》，其后不断进行新闻改革，逐步确立自己在新闻传播上的权威

地位，成为央视后来发展的“定海神针”。同时，开始适度推出舆论监督类节目，代表栏目为

《观察与思考》。   

（2）从80年代始，推出了一批大型专题片、纪录片，代表作《话说长江》、《话说运河》以

及《望长城》等引发了一次次的收视热潮。回头看去，这些作品的推出，提高了央视的文化品

格与社会影响，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节目制作人才，并整合了各种社会资源。照我的理解，80

年代中国电视的进步是由专题片纪录片创作所带动的，到90年代上半叶，更是在“纪实主义”

的大旗下，集合了中国电视界的主要创作精英。   

（3）1983年，央视举办了首个春节联欢晚会，20年弹指挥间，风雨兼程，笑骂由他，而春节

晚会已成为一年一度不可或缺的文化仪式。在春节晚会的带动下，综艺晚会逐渐蔚为大观，并

形成小品、相声、歌舞、戏曲为主的规定模式。它是中国人在上个世纪后20年主要的娱乐消费

品，直到晚近，才由于僵化呆板而逐渐式微。但是，就是这个今天倍受指责的综艺晚会，培养

了央视足以傲视全国的晚会人才，包括导演、导播、灯光、舞美、切换、音响等，并在后来的

“广西民歌节”、“华语歌曲榜中榜”等大型歌会中大放异彩，甚至令港、台、东南亚媒体同

仁自惭形秽。   



（4）此外，“前改革阶段”还在电视剧、体育节目等方面稳步发展。尤其在今天我们习以为

常的栏目化编排上；初步确立了符合收视节奏的编排结构。广告意识开始启蒙。   

第二阶段，从1993到2000，我称为初步改革阶段，局部地开始进行制度创新，市场意识逐步确

立，产业运作开始激活。主要标志为：   

（1）1993年，《东方时空》的诞生可谓石破天惊，其对于中国电视改革的意义，一点也不次

于小岗村对于中国改革的意义。事实上，《东方时空》的价值不在于它新颖的节目样式，而是

它推出的制片人制，我把它叫做电视制作的承包制。制片人在保证栏目总体目标的前提下，被

赋予人、财、物上的运作权，大批CCTV外的精英正是在这种体制下，源源不断地走进央视的大

门，《东方时空》机房的灯火因此彻夜长明。白岩松、崔永元、方宏进、水均益、王志等等，

他们顶着“台聘”“部聘”“组聘”等各种名义，一天天改造着我们的屏幕。可以说，今天中

央台一半左右的精英都是出自灵活的制片人制。除了人才，制片人制还在策划制、奖惩制、收

入级差制、业务研究制等方面全面激活。一时间，《东方时空》成为中国电视界的革命圣地，

吸引了无数有理想有才华的热血青年。时至今日，一想起那种纯真正直热烈紧张的工作氛围，

我还是心潮澎湃，我想改造一位诗人的诗句：我有过短暂的央视岁月；它构成我记忆中最温柔

的部分。继《东方时空》之后，制片人制全面开花；央视后来所有的知名栏目几乎都是制片人

制的产物。也正因为此，央视才在卫星频道的大战中占尽先机屡战屡胜。   

（2）90年代中叶，省级卫星台纷纷上星，央视不失时机因势利导，迅速在1996年扩张到8个频

道，抢占了财经、文艺、体育、海外、少儿、电影等专业频道的先机。省级卫视的出现，从外

部推动了央视的改革，并产生了三个积极变化，一是实地扩张规模壮大，二是借机进行了频道

的大规模整合，频道专业化初显端倪；三是通过竞争刺激了各个栏目的改进，节目质量大大提

高。此后，包括凤凰卫视在内的境外频道更是给央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比如主持人明星化，

频道CI形象设计与节目宣传推广，大型活动的策划与炒作，新闻播报的口语化与  

个性化，等等。可以说，频道大战的最大赢家就是央视，竞争的结果是央视通过外在刺激而释

放了潜能，进而巩固了自己的霸主地位。我在《中国电视的盛世危言》一文中，曾引用汤因比

的历史观“文明是对挑战的应战”，呼吁央视不要频频使用政府的打压手段，而要直面竞争，

也是基于我对过往历史的总结。   

（3）在节目上，最突出的表现是，这一阶段央视节目的领头军不再是纪录片、专题片，而是

以《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新闻调查》为代表的监督类节目。在社会转型期，央视及

时担当起公众良心的角色，并依托政府背景，强化了自己的监督功能。今天，我们可以指责它

作为媒体角色的错位；更可以批评监督力度的疲软与局限，但它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已经起到

了积极作用，大大唤醒了公民的自主意识，也部分推进了权力决策的透明合理，在某种程度上

构成了对于中底层官员行政权力的制约。而它对于央视公信权威的树立更是至关重要，一举确

立了它在全国各媒体中的老大位置，今天，央视对一个问题的报道本身，就成为其他媒体的报

道热点，央视的话语权已经重得不能再重(比如对于“冠生园”的报道直接导致了百年老店的

垮台）。   

（4）在这一阶段，还有一个事件值得记住，就是以无锡影视制作基地为主体的中视传媒股份

上市。虽然上市产业只是央视大蛋糕中很小的一块，但小荷已露尖尖角，资本运作初显端倪。

此外，这一阶段央视的各种节目全面提升，体育节目基本垄断，特别是在“意甲” “德

甲”、“甲A”、“NBA”以及网球、围棋等各种比赛的直播量上，在亚洲已经无出其右。音乐

节目异军突起，电视剧方面，以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为龙头的大手笔频出，走上了大投入大制作

大产出大影响的良性轨道。以新闻评论部的几大主持人和若干综艺主持人为代表的主持人队伍

终于露出大牌的气象。   

第三阶段，从2000年启端，目前正在发展变化中，我称之为全面改革阶段。由于激活时间短，



其效果有待进一步观察，从已经开始的一些动作看，这一阶段的改革，将促使央视朝着现代媒

体集团全面转化。我个人注意到：   

（1）央视正从国有事业单位转向国有企业单位，财政上早已自负盈亏，管理上开始酝酿内部

成本核算，而最突出的动作就是即将实行的全员聘用制；除广电总局直接任命的台级干部外，

其余员工取消干部编制，而实行岗位聘任制，从而逐步形成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格局，并通过

岗位津贴拉开收入差距。长远看，此举将有利于择优汰劣吸纳人才，在用人机制上逐渐与国际

接轨。   

（2）央视再度扩张至12频道，以频道专业化栏目精品化为宗旨，CCTV对各频道进行了有效整

合，其中三套、八套、十套面目一新，一套二套又在筹备新的整合，前者以新闻为龙头，后者

则致力于建构专业财经频道。这些整合使得央视的频道格局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合理。

  

（3）外向型合作动作频频，央视利用境外传媒集团急于进入大陆的心理，先后与新闻集团时

代华纳、香港TVBS、凤凰卫视等签定战略合作协议，它将有助于央视进入国际市常   

（4）市场意识逐步强化，尤其在广告运作上，一改以往店大欺客的国营老店作风，加强服务

意识，开拓销售渠道，销售方式也开始灵活，典型的例子是央视广告部的工作人员姿态开始谦

恭，甚至在一些地级市也举办演示推广会。   

（5）一个雄心勃勃的集团构想显然在设计中，它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大举进军平面媒体，

在报纸、杂志、出版等业务上有所突破，首当其冲的将是体育音乐、少儿、财经、影视杂志；

二是致力于构建中央电视网络，以多种方式入股控股地方专业频道，我猜测最先出击的，可能

会是西部频道，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收购资金困难的西部诸省的频道；三是加强央视国际网站的

改造，并涉足宽带互动电视；力图在未来的新媒体产业中分一杯羹；四是积极开发附加产品的

开发，除内容供应外，配合中心收视点的书籍、光盘、纪念品等开发被提上议事日程。   

（6）在推频道专业化同时，节目进一步精品化。这一阶段虽然在新闻改革上碌碌无为，但推

出了谈话节目《对话》、《艺术人生》、益智游戏节目《开心辞典》、《幸运52》等著名栏

目，改变了新闻评论部一枝独秀的局面。另外，8套电视剧风行天下，10套的人文节目也崭露

头角，而6月的世界杯足球赛，又将是5套独霸天下的良机。   

四   

基本描述了央视的改革历程后，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帝国的活力。但是，央视也是一个被广泛

批评的媒体，被批评的方面主要是节目，比如相对僵化的新闻传播方式、愈来愈疲软的舆论监

督、八股化的文艺晚会、节奏缓慢信息稀薄的专题栏目等。我理解央视的尴尬位置，它虽然占

尽了政府资源，但政府台和商业台的双重性质，使它在体制改革上左右为难，在新闻报道上屡

遭掣肘。不过，电视自身也确有不少值得改进的地方，最近网上崔永元说，就素质而言，报纸

第一，广播第二，电视最差。从就业条件来说，电视本应该最能吸引人才，人员素质这么差，

就要从体制上反思了。   

虽然央视一直锐意改革，但就政策允许的空间看，央视还是在很多地方不尽人意，比如：由于

电视新闻上一家独大，缺乏竞争，央视在新闻反应、报道样式及新闻编排上相比报业还不够及

时灵活合理；频道专业化虽说眼下已成共识，但央视一、二、四明显存在诸侯割据的痕迹，典

型的例子是一套黄金时间晚上9：30档，仍然是各中心的大拼盘。这不光使得频道风格庞杂，

也会使央视在面对突发大事时缺少整块的频道空间。同时，频道的编辑部运作模式也不够清

晰，据说新的西部频道将在频道架构上实行彻底的总监制，但愿它能走出一条新路，央视的总

编室功能偏弱，在强调大编辑部意识的今天，总编室除了咨询研究协调功能外，更需要担当指

挥中心至少是紧急指挥中心的功能，才能面对瞬息万变竞争激烈的新闻事件作出合理反应与综

 



合配置。现代媒体在面对突发大事时，不光要及时反应，更需要整体出击巧妙安排，以

“9.11”为例，它不光是新闻部门的事，专题部需要调出反恐怖的纪录片，科教部需要告诉大

家如何逃难，经济部要分析对经济的影响，等等，没有强有力的大编辑部，根本无法运作。这

一点，报业早已走在前面，我们只要看看《广州日报》是如何处理邓小平逝世的突发新闻和如

何设计香港回归的特别版面，就可以看到电视的不足，央视广告部至今仍是处级单位，属第三

级编制，地位次于各节目中心。当今各媒体均强调整体营销市场先导，所以广告运行直接受核

心层控制，而成为和节目运行总部平级的机构。央视虽然广告收入为业界老大，但广告运行的

模式明显落后，这也说明，它的广告销售空间远未饱和。以央视和“凤凰”合作的“两极之

旅”节目为例，“凤凰”共销售了两千多万元，而央视只有六百多万，其责任恐怕不光在广告

部门，要知道，“凤凰”是全台总动员，并通过各种渠道给客户以服务；央视的节目销售由国

际总公司负责，但相关产业开发基本乏善可称，除了小卖部里那些简陋的纪念品。仅以央视少

儿部为例，“大风车”游乐尝“大风车”杂志、“大风车”系列玩具、“大风车”牌儿童服装

等等，开发空间简直太大了。   

最后，我还要说，现代媒体在强调内容为王广告为本的同时，无不重视资本运作，美国三大电

视网无一不经过多次资本的兼并与收购，李嘉诚手下的“Tom.com”近年来频频动作，收购或

控股两岸多家媒体，令股价不断飙升。在这方面，央视还有待启蒙，照我看，即使以中视传媒

名义，凭借央视的品牌和资源，也可以做出很多漂亮的动作。如果有一天，央视的产业部分能

够整体上市，再配合精明的资本运作，其核聚变产生的效应，将会彻底颠覆中国媒体的现有格

局，所谓“天翻地覆慨而慷，而今迈步从头越”，这将是央视最珍贵的历史机遇。   

五   

我的《中国电视的盛世危言》发表后，网上有人批评道：你说了那么多问题，出路在哪里呢？

其实中国电视走到今天，由于它所承担的传播任务和意识形态功能，其改革已经比报业改革更

为复杂敏感，报纸改革中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大报跟着党小报找市潮，母报掩护子报出击，电

视就很难做这样的剥离。我想，电视改革的关键是突破简单的频道扩张与节目改造的思路，而

是从产业化的角度做大文章。   

目前看，电视发展处于暧昧状态。一是WTO加入后，电视产业未被涉及，这当然给中国电视以

保护空间，但反过来会不会使它缺乏危机意识与竞争意识，进而在机制上远远落后于已经加入

国际市场竞争的其他产业？二是仍然面目模糊却又强行推进的集团化，不少人在观望中，或许

也会影响改革的步伐。以我看过的所有文件讲话，对于集团运行模式和它与央视的关系，基本

上处于抽象原则的描述，而缺少具体的运作方案。以下是我对于未来电视改革的不成熟的意

见：   

（1）集团构建应该考虑实力考虑资本运营考虑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不能简单拼贴，尤其不能

简单地从行政级别上平均对待强行合并。以中央三台为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应该始终由中央

财政负责，并由中央政府直管，原因是它承担了国家对外宣传的任务，并基本上没有赢利空

间，所以“美国之音”一直是政府拨款。我认为国际台不应该进入集团。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虽然行政级别与央视平级，均为副部级，但资产规模不成比例，广告年收入不到央视的

1/200，所以它也不能简单地与央视享受同等权益。因此，我认为，集团不应该是合并，而应

该以央视为核心，通过资本扩张的方式，兼并收购，在中心点上进行放大发展，否则很可能会

导致内耗。更具体地说，在总局主持下，经过会计事务所公证，央视可以收购中央电台，并成

立广播中心，将广告业务统一操作。   

（2）央视应尽快成立资本运管中心，募集社会资金，通过资本运作做强做大。目前，一是利

用中视传媒股份这个现成的壳，注入股本，收购或入股若干媒体；二是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

筹备央视产业的整体上市，其庞大的资本规模，将使它成为和中石化、中移动一样的资本航

母，从而作为定海神针影响中国股市。真能如此，凭借无与伦比的资金优势，央视将能够从容



地打造中国传媒的超级企业；三是分拆上市，比如将央视四套的广告业务单独经营，三年后打

包在香港或海外上市，并通过上市募集的资金入股控股海外传媒，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

略。再比如《中国电视报》、“央视国际”网站、央视索福瑞调查公司等等，都可以作为上市

的素材。   

（3）上市的目的是通过社会资金进行扩张，并利用股份制来完善运营模式。  

此外，CCTV的无形资产和雄厚的节目资源，也会使它在兼并地方频道上左右逢源。所以。我建

议央视应着手通过资本运作，构建地方网络，就内容设置而言，完全可以参照美国三大电视网

的做法。眼下，至少可考虑“西部电视网”、“中央财经电视网”、“中央体育电视网”，乘

地方台有线无线合并后频道内容空虚运营无方之际，低价收购，并实现节目资源的再利用。

  

（4）央视一直觊觎平面媒体市场，也确有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空间。但简单的申请刊号自办

自营的路数不可龋合理的方式还是资本运营，收购若干报纸杂志、出版公司。这方面，“时代

华纳”的经验值得借鉴。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华艺出版社几乎就靠央视的各种题材而成为出版

界的新贵，央视何不考虑控股该社。   

（5）近年来，央视频频与各个跨国传媒签定战略合作协议，但大多纸上谈兵，实际动作很

少，最多就是帮助CCTV-4、CCTV-9在海外落地，也看不出多少实际利益。央视可否在内容上有

更具体的合作，比如CCTV-2与CNBC、CCTV-10与国家地理频道或探索频道、CCTV-7与迪斯尼公

司等，合作的模式可以双方共同出资，建立面向亚洲的制作销售公司。CCTV经常未雨绸缪，忧

患境外华语频道的冲击，何不参股控股，共荣共进呢？   

（6）在节目运营上，除了精品战略、制片人制、人事制度企业化外，最要做的就是实行频道

总监制和全台的大编辑部运作，整体设计统一协调，有效配置资源，建立面向市场适应现代新

闻传播的灵活机制；等等。   

以上，我的一些描述可能会让其他媒体的同仁感到不舒服，因为它指向一个垄断性的传媒帝

国。从国家利益考虑，中国需要若干具有竞争力的传媒集团，而央视应该是最具发展潜力最具

实力的飞地。我本人非常希望看到CCTV的腾飞，而且，产业化运营也会带来传播方式的革命，

它将会使节目更具信息性更多人性色彩更符合观众需求也更适应时代变迁，否则，单靠电视人

的道德诉求与敬业精神，中国电视还是很难有大的改观。至于垄断的问题，将会在发展中解

决，中国电信、中国电力不都开始分拆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切自有市场说

了算。   

(作者系凤凰卫视中文台助理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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