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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电视台面临的困境

1. 同业竞争激烈，传播效率较低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电视媒体

可以被城市观众看到。专业频道近百个，各电视台对观

众的争夺白热化。从观众的角度来看，人们在电视频道

的选择上有更大的空间，再加上城市电视台资源有限，

渠道一般不超过 4 个级别城市电视台和自治，并且不能

超过三个无线电频率，传播本身显示水平，区域，人员

素质，其他综艺节目缺乏策划能力，与省级电视台和中

央电视台的差距越来越大 [1]。许多城市电视台为争夺收

视率，在定位选择、节目创新、市场细分等方面下了不

少功夫，但是，由于在人才、设备、财务、节目制作、

管理经营等方面的明显不足，使得大量模仿、抄袭的节

目充斥大多数城市电视台的频道，很多老节目不敢丢，

新节目没新意，基本上还是靠本土时政民生新闻、政法

及生活服务专栏、电视剧撑台；节目模式老化、品种单

一、内容陈旧、传播效率低，造成收视率滑坡、广告客

户丢失。这使得城市电视台既在与中央台、省台的竞争

中处于劣势，也在与本地的报纸、广播、户外等其它传

媒的竞争中，制约了市场份额的扩大，动摇了原有的地

位。

2. 新媒体冲击强，受众需求改变快

近年来，我国新媒体的发展进一步呈现出移动化、

融合化、加速社会化的趋势。一是微传播已成为主流传

播模式。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微博、微信、微视频、客户

端应用等受到广泛欢迎。微传播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传

播生态和传播模式。二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加快 [2]。

传统媒体推出了拓展传播空间的新媒体策略，新兴媒体

则利用技术优势整合传统媒体信息进行传播。新媒体引

发了新一轮媒体革命。三是新媒体的社会属性增强。功

能不断拓展的新媒体正在快速向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各领域延伸，微政务成为创新中国社会治理的新路径，

新媒体引发产业升级和互联网金融热，微交往、微文化

正在推动社会结构变革和文化发展；四是新媒体正在成

为跨越诸多领域的“超级产业”。随着网络终端的日益个

性化和小型化，新媒体的影响力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上升。

3. 赢利模式单一，经营收入锐减

据统计，珠三角多数城市电视台的广播电视频道资

源广告收入占电视台总收入的 60% 左右，新媒体收入不

到 20%。虽然各城市台不遗余力地大力发展新媒体，以

活动带动栏目，加强互动，提高流量，但新媒体的广告

收入相对而言总量不大，市场竞争激烈，且运营成本高，

这使得频道影响力小、品牌实力弱的城市电视台更加感

到经营困难、危机四伏 [1]。

二、城市电视台的发展策略

1. 全面实现新媒体改造、全媒体转型

网络时代，城市电视台不能再单打独斗，需要走联

合发展之路，实行集团化发展、资源互补、优势拓展，

构建立体化、多元化、现代化的“大媒体”体系。光线

传媒首席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张晓正认为：“所

谓的大媒体不是简单的跨媒体，而是平面媒体、电子媒

体、立体媒体、IT、传播媒体等的融合。大型传媒产业

的价值链是指以电视、电脑、电话、新闻、娱乐、体育、

明星、音乐、游戏、文字、节目、报纸、书籍、广播、

电视、互联网、CD、唱片、人体等为基础的媒体。研究、

规划、生产、包装、分销、广告、相关商品开发等商业

价值链运营体系的工业装配线。”城市电视台要顺应媒体

融合发展趋势，充分利用互联网思维，充分实现新媒体

与全媒体的转型，实现广播电视与新媒体在“互联网 +”

模式下的深度融合和产业发展，从“互联网 +”逐步升

融媒时代城市电视台的发展策略研究

孙兆君

淄博市淄川区融媒体中心　山东淄博　255100

摘　要：城市电视台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四级办电视”政策的产物。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城市电视正进入一

个复杂多变的产业发展期。城市电视台宣传功能，丰富城市文化、娱乐和生活的人，电视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了很

大的贡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公民在城市电视台是观众最喜爱的电视媒体，也有亲和力，电视媒体的影响，一直

被学者称为“井”的媒介类型，因为城市深深扎根于城市之中，具有自然的地域性特征。

关键词：融媒时代；城市电视台；发展策略



48

计算机系统网络和电信 2021【4】3
ISSN:2661-3719(Print); 2661-3727(Online)

级为“广电 + 产业”。在媒介融合的时代，广播、电视或

互联网的单边支持似乎过于薄弱，需要充分发挥各自的

优势，实现“全媒体”转型 [2]。“全媒体”是在文字、图

形、图像、动画、声音、视频等多种媒体表达手段（纸

媒体、电视媒体、广播媒体、网络媒体、移动媒体等）

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传播形式。通过为受众提

供多种、多模式、多层次的传播形式，满足受众的细分

需求，使受众能够获得量化、个性化、国际化、互动性、

实时、快速的媒体体验。城市台着力构建全媒体内容生

产、传播和服务平台，打造现代融媒体信息服务集群。

要满足新时期受众需求，做好广播、电视、网络及平面

媒体的整体策划，实现有效的媒体融合，突破广播电视

节目时间与空间的界限。

一坚持移动第一、网络背景。打造广播电视、网站、

微信、微博、手机客户端等全媒体传播矩阵，首先在网

站、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上推广记者作品，然后在

广播电视台播出，线上线下都能产生共鸣。加强新闻话

题的联合策划、统一行动和系列报道，注重相关话题的

宣传报道，形成一定时期的热点，提高媒体的综合传播

力。

二是建立媒体新闻中心。随着新媒体技术设备的应

用，将开发移动电视、移动电台、移动直播等功能，实

现“PC 端 + 移动端 + 微网站 + 小节目 +APP”的多平台发

布，形成传统电视与移动互联网的同步发展。通过逐步

整合新闻中心的新闻资源、人力资源和设备资源，实现

新闻内容多平台共享、多元化编辑、多渠道发布，促进

网络互动，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内容制作、受众管

理、推广营销等方面更深更广的融合互动 [3]。

三是做强做精网络短视频。扩大广播电视节目的二

次传播，打造多档精品原创视频栏目，加强广播

2. 完善内部管理，坚守内容阵地

一是不按规矩，无方圆。要实现媒体的发展，需要

建立完善的媒体生产机制、评估机制和管理机制，实现

工作效率的优化和提升。未来，城市电视台将建立与媒

体生产规律和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生产机制，与媒体

创造性劳动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相适应的评价机制，与

有利于规范管理、提高工作效率的管理机制。积极调整

内部运行机制，对部分栏目、活动等产业项目和合作项

目实施项目管理机制，合理配置资源，实现“统一力量、

分离活力”，提高项目运行效率。建立完善的绩效管理机

制，与薪酬分配机制相联系，建立员工激励机制，促进

工作效率的提高 [1]。

二是做活综艺。策划创意新、参与性强、内容丰富、

品位高的本土类综艺节目。开办各类广播电视节目类型

化节目，将儿童节目、综艺节目、娱乐节目、服务类节

目进行受众细分与准确定位，并开发与时代紧密相关的

节目，开发类型化节目，如与网络互动类、法制类（普

法类、警讯类）、文化艺术类节目（知识类，学习类，欣

赏类，外语类节目）、经济类节目（高端访问类节目、财

经类）、“真人秀”类节目（情感类、婚恋类，游戏类）、

服务类节目（帮忙类，生活资讯类）以及纪录片等等，

通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吸引不同层次不同年龄的受众，做

得精而深，做出特色，以达到对外节目交流的水准 [2]。

三是提倡精品。强调在节目的表现形式、导语、提

要、包装上精益求精，增强美学意识，增强色彩的冲击

力和形式的吸引力，从细节上下功夫，注重镜头美、形

式美、语言美。积极实行精品创优，做到“摸准脉搏，

向政治意识要精品；精心策划，向地方选题要精品；

精益求精，向编导艺术要精品；知人善用，向各类人

才要精品；厚积薄发，向历史进程要精品”。⑤通过精

品创优，打造一批在全省、全国有影响的广播电视精

品，创作一批精品电视剧、广播剧，举办一系列精品

媒体活动 [3]。

3. 加强企业联动，拓展广电文化产业

城市广播电视要想获得良好发展，还要主动融入

社会，与企业建立战略合作框架，共同推进媒介转型和

产业升级。依托城市特点，主动出击，通过举办媒体资

源推介会等形式向企业推介广播电视频道资源、栏目资

源、新媒体资源，吸引企业共商媒体转型发展之策，深

入推进广播电视融合改革，推动媒体产业升级。对于

广电媒体而言，产业的健康发展是实现文化传播和服务

的重要载体，也是确保做强做大的坚强后盾 [1]。传媒产

业、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都有交集，相关性很强，可以

说广电产业是一种文化创意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城市电视台在广电产业发展上，需要创新经

营，着力拓展本土文化产业市场。城市电视台的发展，

离不开所属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文化发展底蕴，在一

定意义上，城市电视台是一个区域、一个城市外宣的重

要窗口渠道。要充分拓展多元文化产业，建立实体经营

机构，加强与本城市优势产业的合作，充分利用城市台

公信力等无形资产，采取资源交换、合资合股等形式，

探索建立“文化 + 资本”的发展模式，与相关商家企业

共同开发适应市场、适应经营的联合产业项目，共同打

造产业品牌。广电产业需要尽可能向上下游拓展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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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游延伸一般进入到研发等核心环节，向下游则进入

市场拓展环节，用足够的耐心、勇气和专业精神把广电

文化产业做起来 [3]。

三、结束语

科技改变了生活，也改变了新闻的生产和传播方式。

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被时代遗忘，是大势所趋。无论在

哪个时代，作为主流官方媒体，它的存在都是必要的、

不可替代的，同时它也拥有“自媒体”无论如何发展都

无法获得的权威资源。因此，我们应该在新闻观念和节

目形式上做出努力，使新闻符合时代的氛围和年轻人喜

爱的新闻。集成并不是要删除任何东西，而是一个从一

个到多个的过程。在 5G 时代，电视也将迎来新的技术升

级，城市电视台将在这场技术革命中找到新的定位。

参考文献：

[1] 郑维东 . 进入敏感期的电视收视竞争 [J]. 收视中

国，2012（07）.

[2] 王兰柱 . 中国电视节目创新与收视 [M]. 北京：中国

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323.

[3] 王克曼，冯令沂 . 中国广电体制改革南方模式 [M].

广州：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2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