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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2008——2009年度中国最具网络影响力的十大城市电视台，分别为广州电视台、沈阳电视
台、杭州电视台、青岛电视台、武汉电视台、大连电视台、宁波电视台、南京电视台、苏州电视台、
珠海电视台。
该书从实战的高度，从具体的操作层次，从节目创意的角度等方面揭示了隐藏在电视媒体背后的秘密
，为电视从业人员的节目创新、频道运营、市场推广等方面提供了全新的理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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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岭涛　全国“十佳”广播电视理论人才，传媒经济杯·学院奖——传媒经济理论创新奖（被业界誉
为“传媒理论先锋”）获得者。
先后担任国家广电总局《中国广电蓝皮书（2007）》课题组成员、《中国电视省级地面频道四小龙》
课题组执行组长，现为中国广播影视大奖评委、《中国电视网络影响力报告》课题组长、中央民族大
学兼职教授、中国传媒大学传媒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累计发表论文60多篇，编著和撰写专著10余部，合计发表、出版作品300多万字，在多个领域形成了自
己的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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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TOP1岭南星空的明珠——广州电视台　　一、发展壮大、锐意进取：广州电视台概况　　广州电
视台发展简史　　广州市电视台坐落于广州市环市中路花果山（台址为市环市中路233号），建于1988
年，占地1.2万平方米。
同年建设的广州电视发射塔海拔250米（塔自身高度205米）。
广州电视台是国内较有规模的城市电视台。
1988年1月10日开播综合频道。
1994年开办有线广播电视，同年开始组建有线网络公司（广州电视台与广州电信局合办）。
2001年7月27日广州电视台与广州有线广播电视台合并为广州市电视台（穗编字[2002]90号）。
2004年经营总收入超过6亿元人民币。
　　广州电视台无线电视节目收视人口超过三千万，覆盖全广州以及珠江三角洲广大地区，以新闻时
效快捷、舆论导向准确、综艺节目渗透岭南特色、电视剧充满时代气息等节目特点，为整个珠江三角
洲地区人民所喜爱，收视位居本地传媒前列。
有线电视节目覆盖广州八个老城区、番禺和花都大部分地区、从化和增城小部分地区。
经过近年的专业化调整，七个有线电视频道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
2003年3月1日，广州数字电视正式试播，标志着广州在信息化建设上向前迈出重要的一步，标志着“
数字广州”离广州人又近了一步。
同年5月，广州数字电视试播得到了国家广电总局的正式批准和大力支持，广州被列入全国有线数字
电视第一批试点城市，广州有线电视网被指定为广州市数字电视示范网。
广州有线电视用户只需安装数字机顶盒，即可利用原有电视机享受包括股市在家、电视网站、视频点
播、电子商务、远程教育、网上数据下载在内的数字电视业务服务。
　　2.广州电视台发展现状和业务范围　　自建台来，广州电视台事业产业稳步发展，综合实力不断
增强，2007年全台经营总收入超过1O亿元。
广州电视台拥有较强的节目制作能力，形成了“强势新闻+创新综艺”的良好局面，消息、专题、评
论、访谈等新闻节目优势明显，栏目、电视剧、晚会等娱乐节目精彩纷呈，多次获得包括中国广播电
视奖一等奖、彩虹奖一等奖在内的高层国家级政府奖项。
全台共有自办栏目80个左右，每天用广州话、普通话和英语播出自制节目26小时，其中日均新闻制作
能力为近300分钟／天，并承担全国80多个城市电视台的新闻交换制作任务。
　　广州电视台内设行政、新闻、综艺、经营、技术、网络等6个中心，下辖39个部室及下属单位。
2006年，广州电视台主要新闻宣传平台的收视率明显上升，舆论引导的影响力和时效性进一步增强。
名牌栏‘目《广州电视新闻》平均收视率和收视份额分别以10.59％和31.8％继续稳居本地电视新闻类
节目的收视龙头。
《新闻日日睇》、《城市话题》、《今日报道》、《沟通无界限》等新闻类节目深受广大观众欢迎。
　　电视台节目不断创新。
综艺中心全面推行节目制片人制度，调动节目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相继推出《南国红豆》、《岭
南星空下》、《岭南会客厅》、《南国纪事》、《夜话》、《心水保姆》等一批富有岭南文化特色的
原创综艺节目，拍摄了电视剧《大江沉重》，推出系列短剧《广州人家》等，打造新的岭南电视文化
品牌。
《美在花城》等传统品牌节目也有新的突破，大型综艺节目在全国屡获大奖。
　　电视台产业经营业绩上新台阶。
全台经营总收入超过8亿元，其中广告收入5.5亿元，比上年增长11％。
综合频道单频道的广告收入1.39亿元，比上年增长42％；网络公司主营业务收入2.3亿元，增长23.21％
。
以举办国际性的电视专业活动为突破口，拓展城市电视台的发展空间。
由广州电视台发起创办的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经过4年的发展，成为国家级纪录片专业大
会和国内唯一的国际纪录片交易平台，为推动中国纪录片走向世界、促进中国纪录片产业发展发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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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作用，也为广东建设文化大省、广州建设文化强市注入新的活力。
　　同时，广州电视台也加快技术改造步伐。
2006年，广州电视台建成“八网合一”，即包括卫星收录系统、硬盘播出系统、媒体资产管理系统、
新闻网、制作网、录音网、广告网和综合信息平台等子网，覆盖全台业务、功能齐全、互联互通的一
体化网络平台，大幅提高广州电视台节目制作的效率与质量，台内数字化、网络化技术装备水平居全
国领先行列。
　　广州电视台在制度层面也探索适应现代媒体发展要求的人事制度改革之路。
广州电视台在英语频道和少儿频道率先进行员工双向选择工作试点，随后在全台展开双向选择和聘用
制改革工作。
　　在正确把握舆论导向，为观众提供丰富多彩的节目的同时，广州电视台积极在新技术的发展上抢
占先机。
一方面，至今已拥有超过100万户经过数字化整体转换的有线电视用户，并以下属的网络公司为主体大
力推动“珠江”系列数字化电视产业的发展，促进手机电视、楼宇电视等增值业务的成长；另一方面
，加快以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为主导的技术革新，全台基本实现媒体资产管理系统、节目制作网
、台综合信息网等为主体的“八网合一”互联互通工程，全台技术设备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
　　广州电视台从2003年起开始主办国际纪录片研讨活动，并在实践中形成了纪录片学术活动和交易
活动相结合的“广州模式”，已经发展为国际知名的纪录片节，有力地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2005年起，大会由国家广电总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广州电视台承办，成为国内唯一的国家
级专业性纪录片节，并从2008年起每年定期在广州召开。
　　广州电视台还拥有广州市微波总站、广州市音像资料馆、南方声屏报、广视网等下属单位和媒体
，构建了多种经营集约化发展的事业和产业集群。
第16届亚运会定于2010年在广州召开，广州电视台作为主播机构，将以新台址建设为契机，深化文化
体制改革，实现科学发展，力争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媒体集团。
　　3.电视台定位和发展目标　　2001年广州电视台明确提出“政治建台、节目立台、依法治台、人
才兴台”的十六字工作方针，尤其突出了“政治家办台，人人有责’’的理念。
　　2000年1月10日，广州电视台建台12周年台庆，突出“强势新闻、热点娱乐”的新版面启动，球形
新台标正式启用，代表广州电视台新世纪在国际间的定位，预示广州电视台向更大领域发展的前景。
　　2006年6月7日，广州市委常委、市委副书记方旋在广州电视台考察电视台新台址筹建、数字电视
整体转换以及广视网建设情况时，对广州电视台的工作成效表示肯定，伺时要求广州电视台要以新台
址建设为契机，确立更高的发展目标，争取走在全国同行前列：（1）要继续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增强正面宣传的力度和效果；（2）要整合技术手段，创造新的发展机遇；（3）要努力争取上星，扩
大节目覆盖范围；（4）要加强对节目内容以及广视网的宣传管理；（5）要积极推进有线数字电视的
整体转换；（6）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7）要及早做好亚运会电视转播的准备工作。
　　根据广州电视台台长李锦源对于电视台发展的三个方面的认识，广州电视台当前主要的四个层面
的发展战略是：（1）强化电视台事业性质；（2）打造电视台品牌；（3）发展产业，整合资源；（4
）培养相关专业人才。
　　4.电视台频道概况和收视表现　　（1）频道概况　　广州电视台1988年1月10日正式开播时只有一
套无线电视频道，经过20年的不断发展壮大，现拥有两套无线发射频道，七套有线电视频道，覆盖珠
江三角洲及广东省内部分地区，无线电视节目收视人口超过3000万，有线电视节目用户达到450万。
2007年全台全天及晚间黄金时段的收视率和市场份额高起，在广州地区境内和本土电视媒体中均居于
第一位，综合频道2007年被业界权威杂志《中国广播影视》评选为“全国城市频道综合实力八强”之
一。
　　目前广州电视台共有有线电视频道七套，分别是：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影视频道、竞赛频道、
经济频道、少儿频道、英语频道。
　　综合频道也是广州电视台主频道，其内容多元，题材丰富，其中不乏广州电视台的主打品牌栏目
。
如《18：30广州电视新闻》是广州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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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个包括本地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新闻、国内重大时政要闻、社会新闻、国际新闻和体育新闻的综
合性新闻板块节目。
广州电视新闻以关注民生、客观公正为宗旨，集权威新闻资讯和最快新闻时效于一体，成为广州电视
新闻类栏目的龙头。
收视率一直雄踞广东电视传媒同类节目之首。
而著名的“美在花城”广告新星大赛是内地历史最悠久的以选拔广告、影视新星为目的的娱乐盛事。
从1988年至今，已连续举办了十届，培养出一大批屏幕新秀，是十多年来广东民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活
动之一。
《南国红豆》则是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振兴广东粤剧，广州电视台文艺部于2002年3月策划推出时间
长为35分钟的电视专栏，该节目向现代都市人及时报道粤剧行业最新动态，反映粤剧艺术在21世纪的
方方面面。
制作上采用内外景和资料结合的手法，风格上力求用当今最新的电视手段，表现粤剧这种传统艺术的
精髓，以全新的包装赋予其现代感，增强感染力，使观众易于接受，收视最高达到10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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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国家专利局正式接受“中国电视网络影响力的评价标准与体系”的专利申请，成为国内广播电视
领域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科学成果。
 　　这个《报告》是中国乃至世界首次从网络角度对电视进行研究的报告，“网络影响力”这一新的
评价指标，打破了“收视率”标准的陈规。
 　　——《今传媒》杂志将本报告评选为2008年度中国广播电视，十大创新报告的评语 　　利用网络
影响力对电视的表现进行评估，这在中国还是首次，是在电视理论和研究实践上的一个重要突破。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副会长张振华 　　电视网络影响力理论与实践研究，将为构建未来中国
现代传播新体系铺垫理论基石留下足迹。
 　　——国家广电总局副总编辑黄勇 　　电视网络影响力瓶概念的确立，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智锋 　　一档节目在网络中受欢迎才是真的被喜爱，电视节目的网络
影响力才是真正持久的社会影响力。
 　　——北京大学教授陆地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最具网络影响力的十大城市电视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