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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电业的深化改革，正走向中央的节目平台、省的传输平台、地市的服务平台各尽所长的

合理化格局，在这更深一步的改革还没有到位之前，地市台的频道专业化、市场化运营，就显

得尤为重要了。那么，地市台如何在现有条件下，经营好自己的节目，找到生存发展的空间

呢？ 

  一现状和启示  

  在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当时“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指导方针，

带来了广电业的繁荣局面，“喉舌”功能也给地市台带来了不小的风光，然而也形成了以行政

区域划分来经办广播电视的局限性。随着中国加入WTO，传媒业的迅猛发展和激烈竞争。这种

局限给地方台造成体制上机制上的弊端已愈发明显，但是由于地市台和地方政府的密切关系，

这种压力还不能从根本上触动地市台的生存危机，而是陷入了“只进不出”、“只僵不死”的

窘境。  

  山重水复之后的“柳暗花明”是集团化改革，认清广电业的另一个重要属性：产业性。这

就是在保证喉舌功能基础上，寻找一条自我经营、自我造血、自我发展的现代化企业之路。但

作为一个台，“内容为王”，节目永远是生存之本，如果没有好的节目、频道作为品牌号召，

没有受众对这个品牌的信任度与忠诚度，也就谈不上它的生存和发展。  

  当今世界已进入品牌竞争的时代。媒体的品牌是一个全优的概念，它要求频道、栏目或节

目在质量、形式、服务、市场占有率和市场回报率等方面有优异的表现。品牌还意味着个性，

有个性才能够在汪洋般的节目大潮中抓住受众注意力，而有个性的品牌是基于明确的受众细分

和准确的市场定位上的，地市台的优势就在于受众心理上更能接受自己所熟悉的文化与信

息。  

  应该说，随着境外传媒的逼近，我们头脑中也逐渐接受了市场化经营的意识，但往往只停

留在对单个节目的范围上，却忽略了对整个频道的市场化经营。频道定位不明确，台标及宣传

语、宣传短片也不能表现出独有的特色，主持人“通用”在几个频道中的现象并不少见，这

样，何谈观众对节目的兴趣和忠诚呢？  

  在创“地方名牌”的经营理念下，绿色食品、制药和旅游业逐渐找到了市场，赢得了效

益，借鉴这方面的经验，作为地市级的广电业，也必须打造好自己的“地方名牌”，更好地经

营和销售出自己的特色产品，这是未来严酷的竞争形势下，地方台必经的生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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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打造“地方名牌”的观念，还要学会如何在现有条件下成功地营销自己、吸引利润，

良性互动。  

  （一）从节目经营到经营节目  

  节目是频道核心，名牌节目、栏目是提高频道收（听）视率的关键。过去的“精品意识”

侧重于它为观众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现在我们意识到它也是一种信息产品，它的质量是吸引

广告客户的积极因素。过去频道花费人力、物力、财力做了一些好节目，往往是“自产自

销”，播完入库或者变成了记者手中的“资料”，谈不上对节目的再利用，更不用说对节目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榨取了，而节目作为信息产品，恰恰是有着“不发生所有权转移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的抽象的消费”，“从理念上说，信息产品可以被无数人同时或永久享

用，可以从不同消费者那里得到价值的多次补偿”。因此，一定要大力加强对现有自制节目资

源的开发利用，从而增强自身实力。例如，牡丹江广电集团节目中心与省电视台的合作，把

《吉意悠悠渤海镇》、《在浪花里》、《秋天的诉说》、《总想飞》等一批优秀的专题片列入

境外交流片目，把交通广播自制的《女人花园》通过影视公司进行交流和经营等。  

  （二）由频道经营到经营频道  

  频道经营过去常和节目经常混为一谈，以为栏目办好了，就等于频道的成功，而在广电业

先进的国家，成功的频道经营是通过台标、广告语、宣传片、主持人及每一个电视节目来树立

整个频道形象的。经营频道的关键是定位，例如湖南台对娱乐频道的定位、浙江台人文气息的

频道宣传，都给人以鲜明的印象，留住了固定的收视群体。而频道的经营则在于怎样实现部分

频道时段的商业化和  

  价值化，例如可进行有效益的节目交流、捆邦式交流广告、承办省同类频道及其他上星台

部分栏目或节目、承办有效益的节目制作、经营等。在目前地市台人力、物力、财力有限的情

况下，“借鸡生蛋”也是一条出路。频道和一些有能力有愿望的大企业商家联手推出一些节

目、栏目，也可以体现专业频道带动专业受众，如教育频道的《名师点评》、交通广播的《汽

车门诊》、《求医问药》等。还有和下辖市、县台的合作都可以是有益的尝试。  

  （三）由直接经营带动间接经营  

  尽管国外专业化频道是以收费和广告来完成二次创收的，但中国现状是仅以广告收入作为

节目唯一支撑的，就目前讲，插播广告、贴片广告是直接经营方式，那么以好的节目来实现间

接经营也是办法之一。例如，牡丹江广电集团节目中心《社会方圆》栏目是最早试行“零”工

资的部门之一，栏目的费用和工资全部由插播广告解决，广告公司按预算一次“买断”广告，

资金拨到专用账户支配，而节目广告创收的超收部分，则按规定比例提成，因而激活了栏目工

作人员的积极性。投入和产出形成了良性互动，收视率和广告相互攀升。  

  （四）坚持独立经营和联合经营并举  

  依托节目举办系列大型活动，进行自我包装，树立媒体形象，如为频道节目、主持人设立

户外宣传栏、牌匾；与电信合作、建立交通广播网站，实现交通广播在线即时收听及网上可视

广播等，以此建立频道与其他媒体、厂家的联合经营。  

  三探索及思考  

  频道是广电媒体的基础经营单位，也是基本管理核算单位，要实现频道的市场化经营，就

必然要突出频道地位，实现频道化管理。  

 



  （一）深化用人制度改革。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对人的价值的重新定位，这种

重视是对通过“公平、公正、公开”来实现的。如实行真正的制片（作）人制，风险自负、利

益分享，制片（作）人有权评聘员工，制定分配、奖罚制度，拥有节目设置权；频道全员竞聘

上岗，双向双选，既可以一人多岗，也可以末位淘汰，可进可出。  

  （二）建立科学合理的分配制度，节目抽查评议机制。除上文已提及的“零”工资办法、

效益工资浮动办法外，频道应认真听取评审部门的意见，并与审评意见作为业绩考核的主要依

据之一；及时与评审部门沟通协调，不定期召开栏目听评会和研讨会，适时与评审部门联合举

办观（听）众见面会，广泛征集意见。  

  （三）引入成本管理观念，建立成本核算机制。计算节目生产、制作成本与收入的效益

比，在节目定位、节目设置、人员使用方面充分考虑受众需求、市场需求，考虑是否有效益，

如何获取更大效益，效益不好或很低的应予淘汰或被其他栏目取代。  

  能否充分利用地市台的现有条件，使节目、频道成为“地方名牌”，走向市场，是地市台

今后要面对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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