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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内 容 提 要 

以广发办[2000]84 号 关于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化发展试行工作的原则意

见 文件为标志 全国广播电视产业化发展已全面启动 产业化发展是厦门广

播电视业面临的现实选择 如何选择其发展战略 这对于厦门广播电视业在未

来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克敌制胜极为重要 本文借鉴企业的战略管理

方法 联系实际 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对厦门广播电视产业化发展战略作一些探

索与思考  

本文阐述了广播电视的产业属性 通过对西方与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发展进

程的比较 分析了广播电视产业所处的政治环境 经济环境 社会环境 技术

环境 着重分析了广播电视市场主体 市场需求 市场机制 并利用迈克尔.

波特 五要素 理论分析了厦门广播电视市场竞争态势 本文还分析了厦门广

播电视系统的管理体制 基本财务状况 节目生产方式 存在经营管理问题以

及厦门广播电视的内部核心资源 频道资源 网络资源 技术资源  

本文在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分析的基础上 综合比较厦门广播电视产业化

发展所面临的机会与威胁 优势与劣势 利用 SWOT 模型分析 总结出厦门广播

电视产业化发展战略方向 战略目标 结合现行收益状况及新的经济增长点分

析 作出总体经营战略选择 并作出战略步骤安排  

电视频道营销 节目生产运作 财务融资是厦门广播电视产业化发展战略

推广的有力保证 本文在最后一章阐述这三方面策略 这是厦门广播电视产业

化发展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也是我国广播电视产业化发展必须解决的三个环

节  

 

关键词 广电事业  市场运作  产业发展   

     K e y w o r d s : Broadcasting & television undertakings    Marketing opera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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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 

引   言 

广播电视事业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播电视业

属于第三产业 它具有政治导向功能和产业属性 广播电视生产的是一种非物

质性的精神产品 它指导经济活动 参与社会生产 以其产品去引导 教育

鼓舞人 不断提高劳动者的觉悟 促进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 广播电视产品质

量的不断提高 社会影响的不断扩大 不仅具有宣传教育的价值 而且伴随着

市场经济的发育 也具有实实在在的使用 交换 服务价值 从而进入市场

具有产业属性 广播电视产业属性体现在它生产的产品 服务 进入市场 参

与市场竞争 体现在其资产规模 服务范围与社会 经济效益 体现在其企业

化 集团公司的组建与资本运营的崛起等诸方面  

产业应当是指存在并发展于社会生产劳动过程中的技术 物质和资金等要

素及其相互联系构成的社会生产的基本组织结构体系 或简单概括为社会生产

劳动的基本组织结构的体系 而产业化是指社会生产劳动的基本组织结构体系

与社会生产活动方式的现代化过程 产业化的核心在于 一切行业经营活动不

仅以商业运作方式进行 而且是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法则在经营机制中起支配

作用 广播电视产业化 是意识形态传媒向产业经营的传媒转化的过程 而广

播电视的产业化运作 是广播电视在其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各种资源 主要通

过自身规范的市场运作而得到补偿和价值增值 在广播电视实践中 真正实现

产业化运作的标志是依靠自身的广告收入和其他的产业经营收入去维持其经济

运作 实现广播电视产业化的关键是把广播电视的行业行为推向市场 为其营

造一个适合在市场经济的氛围中生存 发展和能动地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经

济环境 广播电视产业化的目的 就是使整个行业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 资源

优势 知识优势等 通过资本运作和向社会提供信息 文化舆论等精神产品

不仅使知识产品得以转化为经济价值物 从中获得经济收益 而且谋求资源效

益的最大发挥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在西方 传媒的产业化起源于市场 成熟于市场 现已形成非常健全的产

业运作体系 在美国 国民生产总值的产业构成中 第三产业在 1980 年已占

65.2% 1986 年超过 70% 其中信息与传播业的比重占 50%以上 其产业结构发

生变化的显著特征就是信息与传播产业已占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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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广播电视产业化发展的战略思考 2 

在中国 广播电视广告市场化运作已有一段时间 但长期以来 广播电视

的泛政治功能化 过于强调其喉舌工具论 意识形态特殊论 严重束缚广播电

视产业化发展的进程 发展产业与坚持 喉舌 性质并不对立 两者恰恰是相

互支撑相互包容的 产业发展可以更有利于 喉舌 功能的发挥 发挥 喉舌

功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把广播电视业划入了第三产业 这是一个信号 表明政府承认广播电视的产业

属性 从而使广播电视有了双重身份 既是事业单位 又属于产业 自 1999

年国务院办公厅 82 号文件公开传达以后 广播电视产业已在全国逐渐形成共

识 以市场经济法则的逐步介入为标志 2000 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841 号

文件为指导规范 广播电视的发展已进入一个以坚持导向 优化结构 专业化

分工 集约化生产 面向市场 走向市场为特征的全面调整阶段 产业化 市

场化 社会化 多元化将最终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发展模式及其理论

体系  

中国改革的渐进性决定了未来的数年内 我国广播电视业产业发展是一个

渐进的过程 一般来说会先发生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 据统计 北京 沿海

及经济开放城市广播电视广告收入占全国同行业总收入的 71% 随后再向内

陆 边区延伸 因而会形成这样的格局 党和政府手中既有主要通过行政手段

控制的 经费主要靠政府拨给的 全面系统宣传党和政府主张的事业型广播电

视台 又有政府行政指导 主要通过法律手段控制的 经费自负盈亏的 发挥

宣传 广播服务和经济功能的产业型广播电视 集团 公司 在这样一种格局

下 率先实行产业化改革实验的广播电视个体既为尚未改革的个体提供了经验

也为整个广播电视业注入了改革的新空气 利于人们解放思想 大胆改革 进

行创新性实验 1999 年 6 月全国第一家广播电视集团 无锡广播电视集团正

式成立 2001 年全国相继挂牌的广播电视集团有 湖南 上海 北京 另外

山东 江苏等地成立了广播电视总台 四川广播电视集团已申报待批  

厦门为经济特区 是福建省经济发展的龙头城市 广播电视事业已取得长

足的进步 厦门电视台的经济收入水平 节目质量和播出量 知名度等位于全

国单列市电视台的前茅 全国实质意义上的广播电视产业化发展已全面启动

厦门广播电视产业化发展则刚开始 2001 年全国广播电视局局长会议期间 厦

门广播电视局局长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领导汇报了厦门广播电视产业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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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3 

展及组建集团的意图 强调厦门对台宣传优势及其重要性 得到领导的首肯

如何选择厦门广播电视产业化发展战略已是现实的问题  

无论从经营规模 还是所拥有的受众群体 媒体的权威性 现在乃至将来

电视台在厦门广播电视产业化发展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本文侧重于电视

的产业特点而作出产业化发展战略及其相应对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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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广播电视产业化发展的战略思考 4 

第一章  厦门广播电视产业化发展的战略分析 

第一节  宏观环境分析 

战略的形成必须使产业发展面临的环境与产业自身的能力相适应 因此

我们应当首先对影响产业战略发展的关键的环境因素进行分析 下面对厦门广

播电视业所面临的 PEST 四个环境因素逐一进行分析 图 1-1  

 

 

 

 

 

 

图 1-1 

 

一 政策环境分析 

广播电视是党和政府的 喉舌 在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中国 起着重要的

舆论导向的作用 作为重要的宣传工具 中国广播电视产业一向是 公营 的

其发展的规划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归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制定和管理 政策

环境因素是广播电视产业化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也是广播电视产业化发展的 瓶

颈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 我国广播电视产业政策环境 经历着一个由浅

入深 由紧到松 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  

1985 年国家在统计分类上 第一次把广播电视列入第三产业 1992 年党中

央 国务院在 关于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决定 中进一步明确广播电视为第三

产业 第三产业在当时完全是一个服务行业的概念 政府在那时把广播电视业

划归为第三产业 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对广播电视的普遍看法  

经济环境 

广播电视产业 

技术环境 

社会环境 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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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厦门广播电视产业化发展的战略分析 5 

1993 年 2 月国务院在批转国家计委 全国第三产业发展规划基本思路 中

指出 广播电视要 通过深化内部改革 开发经营 向社会提供更多适应群众

需要的有偿服务 逐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1996 年江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时指出 过去我们的传媒只讲宣传 如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新闻传媒既要宣传 又要经营 江总书记的讲话是中国媒

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1999 年国务院办公厅在 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的意见

国办发[1999]82 号 中指出 广播电视及其传输网络 已成为国家信息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 推进地 市 省级无线电视台和有线电视台的合并 进一步

优化资源的合理配置 九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提交并获

通过的 1999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中 明确指出 要加快电力 通信 道

路 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2000 年 11 月 关于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化发展试行工作的原则意见 广发

办字[2000]84 号 明确指出了广播影视产业化发展的指导思想 广播电视集团

组建原则 管理体制等 2001 年 8 月广播电视总局局长徐光春在宣传贯彻中办

发[2001]17 号文件电话会议上的讲话指出 广播电视集团可分别由中央 省级

和有相当实力的省会城市 计划单列市广播电视部门负责组建 其他的市县一

级转变职能 不再自办频道  

以上这些关于政策的变化表明 广播电视的产业化已得党和国家的认可

其产业化地位已牢牢确立 国家政策环境为广播电视产业化快速发展提供良好

的契机  

二 经济环境分析 

广播电视属于上层建筑 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 经济实力的增强 以及人

民生活的改善 都会对广播电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尤其是经济实力的增强

将为广播电视的经营和技术发展及硬件设施的建设 奠定坚实的基础 快速发

展的厦门经济为厦门广播电视事业发展提供了保障  

九五 期间 厦门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 16.8%

2000 年达到 501.15 亿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 4650 美元 工业总产值由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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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广播电视产业化发展的战略思考 6 

亿元增加到 776 亿元 年均增长 22.7% 财政总收入由 34.5 亿元增加到 91.5

亿元 年均增长 21.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递增 10%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

数由 55.1%降到 41.9%  

广播电视的主营收入是广告 广告客户考虑是否在某个城市投放广告的一

个主要因素是当地经济发展状况 居民的消费水平 一般情况消费品广告居多

快速发展的厦门经济拉动厦门广播电视经营创收 就厦门电视台而言 1998 年

至 2000 年收入平均增幅 11%  

今年乃至今后发展 厦门经济面临着机遇与挑战  

从国际经济角度看 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进一步发展 经济全球化

的趋势日益加强 科技创新突飞猛进 发达国家和地区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

为厦门市利用国际资金和技术 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同时也使厦

门市与国内外发达城市在利用国际资金和技术方面面临着更激烈的竞争  

从国内经济角度看 我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和实施 西部大开发战略 为

厦门市利用 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 保持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提

供了难得的机遇 扩大内需作为我国长期发展战略 为厦门市经济发展提供了

比较宽松的市场环境 但是 国内市场的国际化和国家发展战略重点的转移

也使厦门在开拓广大的内地市场和招商引资工作中面临着较大的挑战  

从海峡两岸关系看 在香港 澳门顺利回归祖国之后 台湾问题日益凸显

厦门作为对台交流的前沿 在促进两岸经贸往来和祖国统一大业中的地位将更

加突出 厦门对台经贸 科技 文化交流将更加频繁 但由于台湾当局的原因

两岸关系还处于不正常状态 一定程度上阻碍厦门经济的发展  

从 2000 年厦门市有关 企业集团 的主要指标与全国 15 个副省级城市对

比的情况看 其数量 规模 收益等大部分指标均落后于其他兄弟城市 表 1-1

在开展规模经营 增强地方经济实力等方面 厦门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从 2001

年上半年厦门经济运行情况看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递增 11% 离 十五 期

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 14%还有一定的距离 一些公务员涉及特大走私案

机关效能欠佳 经济增长后劲不足 厦门经济总量小 一定程度影响厦门经济

的发展 同样影响厦门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 2001 年上半年 厦门电视广告合

同额占广告总额的比例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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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全国副省级城市企业集团资料对比表    单位 亿元 

城市
集团

个数

资产合

计

负债合

计

主营业

务收入
出口额

利税总

额

利润总

额

固资投

资额

开发研

究费用

广州 60 3556.40 1935.00 1719.50 170.00 265.50 155.90 77.00 11.10

深圳 35 2482.36 1567.98 1171.47 245.24 127.67 114.23 189.77 11.69

厦门 33 349.03 220.89 258.76 89.05 9.68 5.25 5.25 0.49

南京 27 1105.37 709.99 1110.06 218.19 37.87 36.30 33.10 6.71

杭州 129 1355.55 813.65 1284.92 215.10 90.62 51.54 58.72 5.51

宁波 96 599.30 361.40 553.30 95.70 50.70 33.70 21.00 1.90

武汉 72 1248.14 755.44 631.28 24.09 67.26 25.56 39.62 3.20

大连 24 591.00 329.00 254.00 31.00 11.00 11.00 17.00 3.00

沈阳 26 944.00 601.60 373.67 29.33 28.39 15.22 36.44 4.46

长春 50 1382.88 838.79 741.22 38.99 94.03 39.10 31.01 2.92

哈尔滨 41 945.40 632.12 377.67 15.11 13.89 9.90 3.44 3.30

西安 41 656.17 339.97 269.42 11.41 24.04 13.44 96.03 6.12

成都 47 636.58 394.05 388.27 11.66 31.59 15.74 18.47 5.25

济南 77 1820.00 1208.00 1038.00 23.00 71.00 0.00 161.00 11.00

青岛 81 1078.80 696.00 1201.50 148.40 98.40 33.20 60.70 26.70
    数据来源 2001 年 厦门企业调查 第 16 期  

 

三 社会环境分析 

厦门地处福建省东南部九龙江入海处 背靠漳州 泉州平原 濒临台湾海

峡 与台湾本岛和澎湖列岛遥遥相对 面积 133 平方公里 1999 年末全市人口

129 万人 厦门港是海峡性港口 港阔水深 终年不冻 水深多在 12 米以上

历史上就是我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 厦门 漳州 泉州俗称 闽南

金三角 与台湾一样有相同的地方语系 闽南语 都有闻名于世的高甲 梨

园等剧种以及渊源流传的古代音乐南音 乡音相连 习俗相近 文化积淀深厚

形成天然地域文化的 闽南文化圈 厦门是经济特区 是漳州 泉州对外交流

的一个 窗口 是福建省经济发展的龙头城市 对漳州 泉州经济发展有很多

的辐射作用 广播电视的基本功能是文化信息的收集 加工和传播 无疑 厦

门广播电视在传播闽南文化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21 世纪是信息时代 知识经济时代 市场经济需要大量信息 随着国民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 信息文化将更为繁荣 知识在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广播

电视一方面受到信息文化的影响 一方面将对信息文化的发展作出越来越大的

贡献 它将成为最有发展潜力的信息产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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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交通和电讯事业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 人们生活习惯 生活方式 心

理心态等方面发生很大的变化 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广 这就要求广播电视

传媒多角度 有层次 高时效 有深度地采集 传播信息文化 才能获得人们

的青睐  

四 技术环境分析 

当前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和交互式成为当今

广播电视技术发展的大趋势 而数字化 网络化是广播电视实现智能化 交互

式的基础和前提 世界范围内的广播电视数字化进程对中国广播电视业以及相

关产业的命运构成不可忽视的影响 从而促进广播电视业运营体制和文化层面

的变革并带动媒介市场的全面整合 传播形态 传播方式 传播模式的巨大变

革已进入实施阶段 这场由现代数字技术 网络技术催生的重要产业革命在西

方被认为是 与 40 年前电视业传播技术从黑白实现向彩色跨越相比 在质和量

方面都更为伟大的变革 电视数字化广播从根本上改变了模拟信号传播技术条

件下形成的传播方式 重新定义了电视媒体的传播功能  

国际上正在兴起的电视数字化进程发端于欧美及日本 目前正进入高速实

施阶段 尽管不同国家的数字电视产业的具体技术模式不尽相同 高清晰度电

视传输和高清晰显象管的技术标准尚有待统一 但电视数字化对促进提升社会

上众多相关产业技术与经营水平 创造巨大商业机会的作用已是不容置疑的  

按日本政府规定的电视数字化进程 2010 年将完全实现有线 卫星 地上

波三栖数字化播出 由此终结具有 50 年历史的模拟信号播出方式 以日本的现

代化程度和地域幅员条件 实现数字化电视广播需历时 10 年之久 对中国来说

辽阔的疆域 多梯度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民族 地方文化差异等现实条件 决

定了中国电视数字化之路将是更加曲折复杂漫长 但无疑将加速中国广播电视

产业化发展进程 另外 存储技术发展及成本的降低 使得互动电视普及与发

展成为可能 广播电视跨传媒经营是一种必然趋势  

实施数字化电视广播是时代的必然 也是国际传媒产业竞争的趋势 数字

电视以其优良的抗干扰性互动和频率资源高利用率 为人们提供更优质的电视

画面 更多样化的视频服务 如 交互电视 远程教育 会议电视 VOD 影视

点播 信息家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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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广播电视行业分析 

一 广播电视发展概况 

1949 年 12 月 5 日 中国第一家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式成立

当时每天播音 5小时 到 2000 年底 全国共有广播电台 304 座 其中 中央级

2 座 省级 37 座 市 地区 级 265 座 节目套数 1933 套 平均每日播音时

间 2031 小时 2000 年全国广播人口覆盖率为 92.47% 对国内广播使用语言 40

种 对国外广播使用语言 43 种 位居世界第三 全国共有中 短波发射台和转

播车 737 座 农村有线广播网正逐步发展为音频广播与调频广播相结合 有线

广播与有线电视台相结合的多功能网络  

我国第一座电视台 北京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前身 于 1958 年 9 月 20

日正式播出 到目前为止 除港 澳 台地区外 全国共有省辖市以上电视台

354 座 有线电视台 268 座 电视发射和转播台 51436 座 卫星地面站 177432

座 微波站 2279 个 微波线路 76719 公里 节目传输网络总长 2717329 公里

全国拥有 3亿台电视机 电视观众达 10 亿人以上 有线电视用户 8000 多万户

电视人口覆盖率已提升到 93.4% 全国电视台共办电视节目 2574 套  

作为新兴行业 我国广播电视事业近 10 年来高速发展 固定资产总规模超

过 272 亿元 传统广播媒体已发展成为电台 电影 无线电视 有线电视和节

目报刊等多元化组合的行业整体 资产存量已具相当规模 据统计 1997 年中

国有线电视总资产为 2000 亿元 加上无线电视 无线广播的总资产 500 亿元

全国广播电视总资产达 2500 亿元 如果按国际资本市场每拥有一个有线电视用

户相当于拥有 800 美元的资本统计 2000 年中国有线电视有 8000 万用户 相

当国际总资本达 640 亿美元 折合 5312 亿万元人民币  

1997 年我国报纸 杂志 电视 广播四大类媒体广告收入分别达到 96.83

亿元 5.27 亿元 114.44 亿元和 10.58 亿元 广播电视广告市场份额约占全国

的 1/3 2000 年广播电视总收入为 327.85 亿元 其中广告收入 239.80 亿元  

��二 广播电视市场分析 

北京广播学院的黄升民教授在论及广播电视产业化的动因时曾提出三个环

环相扣的重要概念 市场 规模和资本 他指出 经过 20 年的发展 中国已经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媒介市场 而这个规模巨大的媒介市场必然催生巨大的媒体

大媒体的运营又需要大资金的支持 广播电视产业化发展的关键是要进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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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产业的资源配置离不开市场 市场是经济活动的中心 通过市场的作

用 使交换成为可能的买方和卖方的集合 广播电视行业的投入产出 成本价

格利润乃至兴衰存亡都要经由市场经济去检验 产业化必然导致市场整合 而

市场整合的结果有三 形成超强媒体 催生区域性联合媒介的抗衡 加速弱势

媒体的消亡 下面就广播电视产业化发展的市场主体 市场需求 市场运行机

制及市场竞争态势作简要分析  

 广播电视市场主体分析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组成部分之一的广播电视市场 和其他市场一样存

在着供求双方 市场经济本身要求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 必须是有独立的经济

利益的实体 也就是能够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自我调节 自我约束的经济实

体 如果市场竞争的主体不能对市场的供求关系变动的信号作出灵敏反应 那

市场就名存实亡了 对广播电视来说 市场竞争的主体就应该是广播电台 电

视台 是以频率或频道为核心资源配置组合成的一套或若干套节目制作和播出

系统 有人认为 广播电视市场竞争的主体是广播电视的主管部 局 如无锡

广播电视集团是以局 台作为市场主体组建的 既有国家公务员又有事业编制

的工作人员 局台关系不顺 造成政企不分 广播电视发展一度脱离市场 部

局与台之间的关系调整 关键在于明确广播电视市场竞争的主体是谁 按照市

场规则 政府主要部门行使宏观调控职能 不能充当竞争的主体 广播电视市

场竞争的主体只能是广播电台 电视台 上海文化广播电视电影集团就是在此

基础组建起来 其结果是符合市场规律 运行顺畅 取得了明显的效益  

 广播电视市场的需求分析 

广播电视市场的需求一方 是由两大部分构成的 第一部分是受众 他们

所需求的 是广播电视的精神产品 即广播电视节目 第二部分 是由对媒体

的需求者构成的广告客户 广播电视节目除了向受众提供节目外 还应向社会

提供媒体服务 也就是提供传播媒介本身 影响媒体需求者选择的因素 包括

媒体的覆盖面 收听收视率 权威性 级别以及社会形象 服务素质等  

从亚伯拉罕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看 人的需求分为生理的需求 安全

的需求 社交的需求 自尊与受人尊重的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 而且人的

需求由低级的需求开始逐级向上发展到高级的需求 随着社会文化的进步 社

会保障体系健全 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 人们对广播电视节目的需求层次更

高 不再盲目被动接受广播电视节目 而是寻找各种能有助于实现自我需求的

节目 即消费者的主动性增强了 据在京一家权威机构对北京人电视收视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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