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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本文在对我国电视频道专业化进程和现状全面考察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以我国的老年电

视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重点采用文献分析法，从传播学和媒介经济学的视角探讨当今我国老

年电视发展的现状及制约因素，论证发展老年电视的必要性，并结合 STP 营销理论对老年受众

市场进行分析，创造性地提出老年电视的发展思路及运营模式，以期对我国老年电视的发展具

有理论和实践的参考价值并为以后的老年电视研究提供若干思路。  

全文共分为四章。 

第一章在我国电视频道专业化背景下探究当今我国老年电视发展的现状及制约因素，分析

老年电视数字频道率先出现的意义，力求以点代面找到制约我国电视频道专业化发展深度的根

本原因并尝试性地提出可能的解决途径； 

第二章为发展老年电视的必要性研究。当前我国老年人口属性特征与现有老年电视节目紧

缺的矛盾是老年电视发展的契机，发展老年电视是引领银色经济的广告平台与开辟新的电视受

众市场的双重需要，也是对老年人正当权益的维护。 

第三章结合 STP 营销理论对老年电视市场进行分析与定位，分析老年人口收视特征，确定

老年电视的细分市场定位； 

第四章创造性地提出老年电视的发展策略及运营模式，建立广告投放立体指标体系，发挥

老年电视受众资源的独特优势，指出多方扩充老年电视节目来源和收入渠道的有效途径。 

附录为笔者对央视开办老年频道的优势分析及全套品牌标识设计和节目安排。 

 

关键词：老年电视；频道专业化；老年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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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essay probes into the confinement factors that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aged TV 
program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ommunication theories and intermedium economy, raises 

some forward-looking discussion on the necessity of launching aged TV channels, and finally 

brings forward a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operation model for such channels with STP market 

analysis, aiming to give som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ed TV in China，and also support several thoughts for the  following research. It takes the 

aged TV as a main research objective, bases on the comprehensive observation and 

theriotical research of the development and status quo of the TV channel specialization, and 
mainly adopts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There are four chapters in this essay. 
The first chapter delves into the confinement factors that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TV 

programs for the elderly popul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V channel specialization, 

analyses meanings of the emergence of digital aged TV channel, tries to find out the roots 

that restrict the profundity of the specialization of TV channels in China and to raise some 

feasible solution.   

The second chapter focuses on the necessity of launching aged TV channels. The 

pres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population aging and lack of aged TV resources brings about 
opportunities and wheels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channels. The launching of aged TV 

channels is the double demand for providing an advertisement stage for silver economy and 
exploiting new TV audience market, and is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for the aged people. 

 The third chapter analyses the attributes of the elderly audience with the STP marketing 

theory to determine the orientation and segmentation of the market of aged TV channels.  

 The fourth chapter brings forward some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operation model to 

raise some effective channels for enriching program resources and increasing profit for aged 

TV by establishing tridimensional index system for launching advertisements and by exerting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the audience resourse.   
The attachment includes all the design of brand identity and program schedule in the 

aged channel of CCTV, which is a conception of the writer on the operation model of the 
elderly channel.   

 

Key words: aged TV；channel specialization； aged 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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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0.1 研究背景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资料，2000 年全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12998 万人，约占

总人口数量的 10.46%。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据预测，到 2020

年，老年人的数量将达到 2.3 亿，约占总人口数量的 15.6%。 

自 1999 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加强广

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的意见》（国办 82 号文件）以来，各级有线无线电视台合并，实行频

道专业化成为电视业界改革中 为热门的动作。目前国内的电视频道专业化浪潮方兴未艾，我

国电视界的龙头老大中央电视台拥有的 15 套频道，除 CCTV1 为综合频道外，其余一概为专

业频道；40 多个省级台除上星频道外，其他频道一般都仿照中央电视台的格局分别设立影视频

道、经济频道、都市频道、少儿（卡通）频道等等专业频道。 

然而频道资源虽然极其“丰富”，节目设置却是大同小异，千台一面、专业频道不专已经成

为频道专业化下的电视产业心照不宣的痼疾。各专业频道受众面目模糊，老年观众更是难以在

众多专业频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目。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和国家经济的发展, 老年人具有的

多层次的情感、文化和服务需求日益明显，巨大的需求缺口对比几乎空白的市场竞争使目前中

国老年电视媒介市场处于新生黄金市场阶段。  

一方面是频道专业化发展急需开辟分众市场找到稳定集中受众，另一方面却是对庞大老年

群体收视需求的长期漠视，这种长期的矛盾究竟原因何在？现阶段制约中国老年电视发展因素

是什么？频道专业化格局下的老年电视路在何方？老年电视应该如何抓住人口老龄化机遇发

展？这些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0.2 研究意义及目标  

 在我国电视频道专业化背景下探究当今老年电视发展的现状及制约因素并尝试性地提

出可能的解决途径； 

 论证发展老年电视的必要性； 

 对老年电视受众市场作出分析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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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性地提出老年电视的发展思路及运营模式，力求为老年电视的实践和发展提供参

考。  

0.3 文献综述 

0.3.1 关于电视频道专业化的研究 

（1） 电视频道专业化的研究状况 

为了解决原有电视格局的资源浪费、重复建设问题，积极应对加入 WTO 的后国外大型传媒

集团的进入和国内报刊、网络等媒体内挤外压的挑战，频道专业化成为电视业界改革中 为热

门的动作。与之相对应的，是学界对此日益热烈的讨论。虽然目前没有出现专门针对电视频道

专业化的专著，但各类电视专业期刊、新闻传播期刊以及专业研究网站均紧密关注电视频道专

业化进程和发展，已发表的两百五十余篇学术论文客观地描述了频道专业化在我国电视业的进

程，并努力提出了学理上的思考和辨析，以期对电视媒体的发展实践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然

而，在目前电视专业频道陷入千台一面、发展受阻的尴尬境地之际，电视频道专业化理论研究

同样有着千篇一律的困惑。 

1999 年第 9期《电视研究》发表《试论电视频道专业化经营》一文掀开了电视频道专业化

研究的序幕，作者陆营敏锐地捕捉到了电视频道专业化经营的趋势，乐观地认为实行频道专业

化经营是电视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适应受众市场不断分化演变的必然结果和电视产业市场竞

争的必然选择，必将有利于发挥中国电视产业的系统整体优势，提高其在国内外电视市场上的

竞争实力。 

在 2002 年 3 月以前的研究多为描述性研究，对少数几个“先吃螃蟹”的专业频道的运作模

式作出描述和评价。贾玉祥的《频道专业化的轨迹与未来》
①
一文独具慧眼地指明了专业频道自

开办伊始就遇到的种种问题：名不符实、经营困难及体制局限，并从理论和操作层面上分别提

出了专业频道的对策。这一时期的研究论文虽然数量不多，眼光却难能可贵，大多为富有前瞻

性地对新生的专业频道进行思考与评价，指明了频道专业化的发展方向。  

随后我国电视专业频道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然而大部分省市电视台频道囿于综合+娱乐

+影视剧的万能模式，千台一面、专业化频道不专已成为电视产业心照不宣的痼疾。轰轰烈烈的

频道专业化为何非但没能达到美好的初衷和目标，反而在频道与频道之间低水平重复竞争中直

接造成了资源消耗及频道经营的短期喜好，许多学者纷纷撰文探寻其深层原因并寻求解决途径。 

                                                        
①  贾玉祥，频道专业化的轨迹与未来，中国记者，200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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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第 3期《电视研究》刊发孙玉胜的《电视盈利模式的错位——频道专业化与付费电

视》，编者按予以高度评价：“文章深刻分析了中国电视在传播内容、盈利模式、频道专业化等

重大命题上的认识与实践误区，并为中国电视未来做大、做强提供了重要的、可行的理念与思

路。”《电视盈利模式的错位》一文将频道专业化发展受阻归咎于单一广告收入模式并寄频道专

业化发展希望于付费电视与广告收入并重，认为“我国电视媒体只销售广告（收视率）而不销

售电视频道。目前国内各电视台 95%的收入来自广告。广告收入基本上是与收视率呈正向互动

的，而收视率又与大众化密切相关”，这就说明大众化与专业化背道而驰，形成悖论“要频道专

业化就可能影响收视率并降低广告收入，要增加广告收入就必须使节目大众化进而提高收视

率”。为此得出结论，“单一的广告盈利模式对大众化电视频道是适位的，而对专业化电视频道

却是错位的。”一石惊起千层浪，此观点得到了理论界同仁的普遍认可，并掀起了理论界电视频

道专业化研究的高潮。各类电视专业期刊、新闻传播期刊以及专业研究网站纷纷发文，而 140

余篇论文绝大部分并非对这篇文章的质疑，更多地是在此观点基础的进一步地延伸。值得一提

的是《新闻传播》杂志在 2005 年第一期和第三期开展了两次有关频道专业化的讨论，共刊发 6

篇论文。  

（2）频道专业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发现我国电视频道专业化研究热烈场面背后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具

体表现在： 

(a)．普遍引用权威观点，缺乏质疑和争鸣。 

理论界更多地是对孙玉胜观点的全盘接收和或直接或变相的引用。2002 年第 5期《现代传

播》发表了袁莉的一篇《单一广告盈利模式阻碍频道专业化发展吗？——兼谈电视广告盈利模

式存在的必然性》，强调了“广告承载的正是经过目标定位而分化、分类了的产品信息、针对的

是特定消费者的需求，与专业化频道的宗旨不谋而合，频道专业化有利于广告客户资源的合理

流动和有序配置”；在一片为付费电视赋予引领我国电视专业化进程使命的鼓劲声中清醒地看

到，“即使是采用付费形式，若观众群规模太小，频道正常运作仍然无法维系”；同时指出，“单

一的盈利模式是不合理的，但从 现实的角度来看，广告收入在中国电视总收入中占有的如此

巨大的份额，决定了这种状况短时间内不会有太大改变，新的更有效的盈利模式的建立健全也

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这篇文章可以视为对《电视盈利模式的错位》一文的第一次质疑和深入

的探讨。罗霆认为①：“在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下，付费专业频道的市场需求有多大并不

                                                        
①罗霆，从美国有线电视业看专业频道的运营，现代传播，2002 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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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而与此相互制约的是，我们能够制作出足够精彩的专业性对象化的节目进行分曾销售，

以吸引足够的定户。面对中国电视市场的块块分割，如果专业频道仍然画地为牢，被拘束在一

省一市，不能实现跨地区全国大市场的传播与销售，即使建立起付费电视与广告并举的双重盈

利模式，其实现盈利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然而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类似这样的讨论并没有

再次出现。讨论和争鸣是学术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盲从和迷信权威将导致理论界的众口一词

和思维枯竭。 

(b).缺乏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方法结合的论证和结论，研究泛化。 

五年多的时间里，在频道专业化领域对受众进行量化调查研究的文献仅有一篇——《电视

频道专业化的调查》
①
，这份以南京七个区 1100 分问卷为样本分析显示：随意选择收看节目的

观众比例为 52.92%，习惯收看某个频道的为 41.53%，偏好某栏目的为 37.42%等数据。以上数

据得到普遍关注和广泛引用，成为目前研究文献中观众对频道忠诚度不高的唯一量化论据。国

内学者更多地使用的是单个频道设置和运营模式点评和一般性归纳的方法，既缺乏对现实收视

情况的系统调查，对于结论又没有令人信服的数字论据，结论容易流于雷同空泛，缺乏广泛的

适用性。 

(c).未构建频道评价标准体系，论断较为主观 

当前，纳入市场体系的各行各业都在寻求质化和量化相结合的评估体系以规范市场行为，

电视专业频道作为电视产业链条上的一个关键环节，对它的专业程度、运行效益、发展水平与

空间等，也需要有一套完整的评估体系来进行检验与评价，这样既能监测电视产业的总体发展，

又能为电视媒介频道个体提供发展思路的借鉴。目前理论上仅能够局部地评价某个电视频道的

表面运行状态，缺乏一套逻辑严密、理论完备，既能被专家学者认可又能在实践中反映我国电

视频道专业化发展状况的，评价频道效益和专业化程度的综合评估体系。建立频道综合评估体

系，将科学的理论研究与电视频道运作结合起来，推动中国电视产业化的良性发展，应该是理

论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d).集中于电视频道自身研究，缺乏整体全面研究的视野和气度 

总体研究视野比较狭隘，宏观上虽然有对国外频道专业化发展情况的介绍，但缺乏与国内

情况进行比较分析，或直接引用他们发展的经验和结论，但未能站在全球发展的高度纵览中外

古今，也未曾结合我国特有受众结构、政策体系及发展状态科学地预测频道专业化发展的趋势，

因此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理论和实际的脱节，难以发挥国外经验对中国频道专业化的借鉴作用；

                                                        
①季晓敏，电视频道专业化的调查，电视研究，2001 年 4月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5

而微观上又囿于一个或几个频道的经验得失，往往难于得出一些具有广泛性的结论。 

0.3.2 关于老年电视的研究  

相对电视频道专业化研究的热烈场面，对于我国正在发展中的老年电视，特别是频道专业

化背景下的老年电视研究却是寥寥无几。已发表的十余篇论文对于新时期老年电视的发展提出

了一些有益的建议，对当前电视频道专业化格局下的老年电视发展不无启示，却未能拿出既有

针对性又具可操作性的发展思路和措施，想要达到理论研究立足实践，又高于实践并能指导实

践的目标仍有些力不从心。 

瑞来①提出了老年栏目制作需注重的节目分类为关注资讯类、健康服务类、访谈话题类及旅

游娱乐类，并提出根据老年人的生活习惯而设定栏目时间。陈兰在《关注老年电视节目》一文
②

中肯定老年电视面临很好发展机遇的同时，对老年电视节目的三大特征：综合性、政策性、平

民性一一分析，并充满信心地指出由于老年电视节目的广阔发展前景和良好发展势头，其发展

的取向将是老年频道。  

张建民认为
③
做老年电视节目关键是要以积极的心态来设置节目，变消极为积极，变旁观

为参与。作者还指出全国开办老年栏目的电视台（频道）只占总数的 2%左右，老年观众这一庞

大收视群体的需求与实有栏目数的奇缺现状，形成了巨大反差，也使各种年龄段的目标观众比

例严重失衡。这不仅愧对社会责任，也不利于电视节目均衡健康的发展。李福成、李再军提出

了
④
老年电视节目中体现的个人与社会价值、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需求理性与感性伦理道德，

强调以伦理道德体系支持大众传播事业。 

值得一提的是《老年群体作为电视观众资源的优势》
⑤
 一文，作者樊葵将电视传播长期

忽视老年受众的直接原因归咎于“电视从业人员对老年人作为观众资源的价值、优势和潜质认

识不足”。作者富有前瞻性的预言“把握这一规模庞大的受众群，是电视避开挤位竞争、寻求错

位发展的明智之举”，一花独秀地从电视受众收视特性与广告市场关系方面肯定了老年受众的独

特潜质，并提出用充足、优质的节目将老年观众的潜在优势转化为收视行为的现实对策。 

有些学者采用跨学科的研究视角，从心理学、社会学等角度对老年收视行为作出分析研究。

蒋力针对老年人的心理特征分析老年受众群体的收视特征并得出结论⑥：老年人具有强烈地参与

社会生活的愿望，老年电视节目对老年观众的影响一远远超过媒介作用本身，更需要珍惜老年

                                                        
① 瑞来，综合策划与特色创意：老年电视节目的灵魂，理论界，2005 年 7 月 

② 陈兰，关注老年电视节目， 新闻前哨 2005 年 Z1 

③ 张建民，走出办老年电视节目的误区，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5 年 4月  

④ 李福成、李再军，老年电视节目制作中的伦理学思考， 2002 年 4 月 

⑤ 樊葵，老年群体作为电视观众资源的优势，电视研究，2003 年 10 月 
⑥ 蒋力，老年心理与收视行为特征简析，当代电视，2004 年 3 月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6

受众对品派节目及主持人的信任，另外也对老年人群体的心理与收视行为特征出现分化前景作

出了简要分析，对当今老年电视发展无疑具有启发意义。魏艺、温蓓①以社会学的眼光探讨电视

传媒在我国人口老龄化阶段所应该承担和扮演的角色：应针对老年人的爱好制作节目，做老年

人的知心朋友，开通互动性节目以扩大节目视野。 

2005 年 2 月 1 日，由上海文广互动电视有限公司提供的“金色”数字付费电视频道正式开

播，作为国内首个以老年人为主要收视对象的专业频道，“金色”频道为中老年人提供日常家

政生活资讯、健康资讯、医疗服务、购物服务指南、旅游资讯和服务及其他节目。笔者曾撰文

《老年频道无人喝彩？》②阐述收费老年电视频道是受众需求与频道专业化成功运营的结合点，

老年电视频道要建立与老年商家客户共同成长、积极帮助他们开发新的消费市场、挖掘老年潜

在消费者的战略合作关系。并认为在付费电视尚未充分发展的前提下，金色频道的开播，更重

要的意义是对我国电视媒介进一步开发老年收视领域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于 2005 年重阳节开播的“老年福频道”也得到了理论研究者的关注，张景萍高度评价③“老

年福”电视频道的及时开播与健康运营顺应了开发“银色产业”的经济发展潮流，同时为涉老

企业提供了一个获得市场信息、加强与老年消费市场沟通的机会，不仅指出了该频道在时机、

节目、专业市场、技术、政策方面的独特优势，还富有创造性地提出该频道与老年产品生产企

业发展多方合作，达到共赢局面的发展途径。 

洪波
④
通过对老年付费电视市场的潜力评估和老年观众群体的细分和选择得出结论：付费数

字老年电视短期内宜采用集中或无差异目标时常策略，这样可以低成本快速地打开市场。但是

从长远来看，随着顾客规模的增大和竞争的加剧，宜采用差异性目标市场策略，以增强频道的

竞争能力和满足不同的老年用户的需求。这篇文章率先提出了启动老年电视市场的战略构想，

有理有据地提出价格策略与推广策略以达到频道品牌发展的目的。 

范映华在她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老年电视节目初探》⑤中，在对电视老年节目的生成与发

展历史进行考究的基础上，以《夕阳红》、《天年乐》等国内知名栏目为样本，结合社会学、心

理学、人口学和传播学等有关理论，对电视老年节目的特性与功能、节目形态、受众情况及发

展趋势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总体而言，在关于老年电视的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地是对单独的老年节目（集中于“夕阳

                                                        
① 魏艺、温蓓，中国老年电视节目的缺失与思考，西南交大学报（社科版），2005 年 4月 

② 徐颖，老年频道无人喝彩，中国广播影视，2005 年五月下 

③ 张景萍，“老年福”数字电视频道试析，当代电视，2005 年 9 月 
④ 洪波，谈付费数字电视老年市场的启动，电视研究， 2005 年 10 月 
⑤ 范映华，中国电视老年节目初探，暨南大学新闻学硕士论文， 2000 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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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节目）的运营及栏目设置作出评价和经验性总结，或是对付费老年电视频道的具体分析，

很少上升到理论高度对老年受众及老年电视市场进行分析研究。 

老年电视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个节目的单独运营和发展，应将其置于电视市场产业链中，

置于电视频道专业化的总体格局下去考察，包括媒介调查公司、电视节目制作公司、广告公司、

广告客户等等一系列对象。它涵盖了电视频道内部及外部的融资、运作、流通等全流程，也融

合了经济学、社会学、媒介经济学、心理学、统计学、市场营销学等个学科的原理，在电视市

场运作中环环相扣，互相印证。目前的老年电视研究缺乏理论深度，不能从不同的学科角度透

视电视发展现状并进行市场化的客观评价，研究的缺位与肤浅恰恰是实践中老年电视发展严重

滞后的现实体现。 

0.4 研究方法 

本文以文献研究法为主，结合数据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利用掌握的大量理论研究文献，

以传播学为主要理论支撑，并借鉴了新闻学、社会心理学、老年学特别是电视媒介经济学等学

科的相关理论和观点。 

本项研究在横向上采用宏观分析方法，把老年电视放在全球媒体的发展趋势、中国电视产

业化变革的大环境中来分析，希望能对电视频道专业化发展格局有较为全面的把握，并更好地

发掘老年电视的发展对于整个电视产业改革的重要意义； 

发展老年电视又是一个操作性极强的问题，为此，笔者在大量阅读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也

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实习阶段）搜集国内中央电视台及各省市地方台的专业频道发展状况的第

一手量化数据和事实资料，以了解传媒业界对目前中国电视频道专业化特别是老年电视节目发

展的看法以及对存在问题的一些实践解决思路，以弥补本人实践经验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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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文还采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市场营销学中的 STP 理论对老年人

口属性、受众特性、消费特性及其他特征进行分析，有的放矢地分析老年

群体作为电视收视资源的独特优势， 后尝试设计了央视老年频道的整套

品牌标识和节目安排，力图使本文具有现实的参考价值而并不仅仅是纸上

谈兵，流于空泛。当今我国老年电视发展的现状及制约因素 

1.1 我国老年电视发展现状 

媒体对老年人的关注是从报纸和广播开始的，早在 80 年代初，随着为老年读者特设的健康

专栏或专版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大量面向老年读者的报刊和杂志纷纷面世，如《老人报》、《中

国老年》、《退休生活》等；广播也不甘落后，继 1990 年 3 月 18 日，江西人民广播电台开办《老

来乐》节目之后，90 年代中期为广播老年节目发展的飞速时期，仅 1996 年一年就有十几家市

级以上广播电台开办了老年节目。较有影响的包括石家庄人民广播电台的《灿烂夕阳》、齐齐哈

尔人民广播电台的《老人乐园》等，这些广播节目介绍老年人急需的信息和知识，反映他们的

风貌和需求，争做为老年人的知心朋友，因此吸引了一大批老年听众。  

从我国第一个老年电视节目——天津电视台的《晚霞金晖》（1991 年 2 月创办）播出至今，

我国的老年电视节目已有十余年的发展历史。其中 突出的当属 1993 年 10 月中央电视台开播

的《夕阳红》节目，它培养了一大批固定老年观众群，长期在央视白天的各档节目中保持较高

的收视率，并连续多年被评为中央电视台优秀栏目。它的创办与成功带动了地方电视台老年题

材节目的开发与制作，受《夕阳红》的启发和影响，许多省、市电视台都开办了老年节目，比

如天津电视台《晚霞金晖》、哈尔滨《银手杖》、北京《金色时光》、上海《生活广角》、河南电

视台《老人世界》、杭州电视台《金秋岁月》、广东电视台《天年乐》。为交流创作体会，《夕阳

红》栏目曾五次召开全国老年栏目研讨会，进一步促进了电视老年节目的发展。2005 年 2 月 2

日，上海资深电视台主持人叶惠贤又在东视文艺频道领衔创办了全国首档老人综艺节目《精彩

老朋友》，并在每周二晚七点至八点的黄金时间播出，让上海观众眼前一亮①。  

然而客观而言，与老年人日益迫切的视听需求相比，高速发展的电视媒体为此投注的热情

远远不够；从节目质量和传播效果上讲，也与其他类别的节目有着不小的距离。我国目前拥有

                                                        
① 张建民，走出老年电视节目的误区，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5 年 4 月 

删除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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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多个的免费频道资源，且大多为以分化受众为目的设置的专业频道，老年观众却没能拥有

以老年群体为主要目标受众的老年频道，甚至鲜少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节目。据统计，开办老

年电视节目的电视台（频道）不足总数的 2%，每天播放的时间不足 2 小时
①
。以央视为例，15

套节目中仅仅只有《夕阳红》和《老年课堂》两个专门面对老年人的栏目。在全国范围内，由

于经费等原因，有些地方台的老年节目开播不久就被迫下马，这使本来就稀落的老年电视节目

阵容愈显单薄。 

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和国家经济的发展, 老年人具有的多层次的情感、文化和服务需求日

益明显，目前老年电视无论是节目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跟不上我国老年人口增长的规模及老年

人精神需求的变化，巨大的需求缺口对比几乎空白的市场竞争使目前中国老年电视媒介市场处

于新生黄金市场阶段，这正是专门为老年群体服务的老年电视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契机。 

《国家对老龄工作的决定（2000 年）》中强调“中央和省级广播电视机构要开办老年节目，

地、县广播电视机构要结合本地情况进行转播，其他有条件的地方也可开办老年节目②”。从政

策环境来看，老年电视正面临着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  

2005 年 2 月 1 日，由上海文广互动电视有限公司提供的“金色”数字付费电视频道正式开

播；当年重阳节，由山西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老年福”频道开播，收费数字电视老年频道的

出现对我国老年电视发展不无启示意义，但期待收费电视引领老年电视发展潮流仍是有待时日。 

面对急剧增长的老年人口造就的日益扩大的受众资源和适位栏目的巨大需求缺口，为何绝

大部分的电视台和频道不约而同地对此视而不见？老年电视发展为何步履缓慢？ 

这种长期的漠视和缺位并不是偶然，老年电视的缺位与发展缓慢应该在我国频道专业化背

景下来探讨其深层原因。 

1.2 制约我国老年电视发展的现实因素 

1.2.1 产品归类法设计的专业频道导致受众不明确 

频道经营的理论基础是市场细分理论。随着媒介的多元化分流了受众越来越多的注意力，

传媒竞争的日趋激烈，受众的主体意识也就日益凸显出来，成为“手握遥控器的上帝”，自主选

择收看的内容。市场细分理论立足于受众的分化，准确选择定位，重心和落脚点是受众需求，

多层次多角度地满足观众日渐发展的多种需要，从而达到频道自身发展的目的。根据发达国家

                                                        
① 魏艺、温蓓，中国老年电视节目的缺失与思考，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 年 7 月 
② 张建民，走出老年电视节目的误区，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0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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