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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技术不仅导致电视的技术转型、产业形态转型，也导致电视制度转型。
黄迎新编写的这本《数字时代的中国电视产业研究》系统考察了数字时代电视产业制度的变化规律，
回溯了电视和电视产业发展历程，从技术发展，运营变化角度详细解析了数字时代电视产业的细节变
化。
书分四篇十一章，后有电视产业制度政策安排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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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节目质量难有保障。
电视台的节目自产自销，缺乏市场竞争，因而缺少创新动力和发展动力。
在这种状况下，电视台偶尔有精品，但由于缺乏激励机制，节目总体水平有局限。
至今我国节目市场依然是进口高于出口，表明节目质量有待提高。
　　其次，节目数量不足。
节目质量往往是在节目数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没有充足的节目数量，也就难以保障好的节目质量。
制播合一，限制了民营节目制作公司的活力，节目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
　　复次，节目交易市场受到限制。
由于制播合一，节目中介平台的市场需求变得微弱，节目交易、交换和展示缺乏平台，反过来限制了
高质量节目的生产热情。
　　最后，强化了电视台的垄断性和官僚作风。
在传统体制下，电视台作为制播合一的主体，在制作节目时不愁节目的播出，在播出端又作为“把关
人”出现，因此电视台既缺乏内容生产的危机感，又缺乏体制创新的动力。
　　制播合一模式带来的众多弊端，“制播分离”成为电视产业改革的突破口。
制播分离指电视节目的生产制作与节目播出分别由不同单位负责，电视台到节目交易市场上挑选购买
自己需要的电视节目进行播出，节目制作公司主要负责节目的设计和生产，其实质就是在制作和播出
中增加了市场交换机制，为竞争提供空间。
制播分离改变长期以来节目制作过度依赖播出平台的局面，使节目市场逐步完善，节目质量将明显得
到提高。
制播分离后，必然带来片源的丰富以及节目交易市场的繁荣，以新闻节目为例，既可以向新华社等专
业新闻机构购买新闻节目，也可以通过新闻节目联盟的平台交换新闻节目，还可以自采本地新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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