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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几年来，数字电视在不断的摸索前进，各地都在积极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式。目前全

国数字电视用户已将近5000万，数字电视作为广电的一项新兴和细化产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已从

传统的收视率和到达率中逐渐脱离，更多的投入到个性化，产业性的利益中。      

1、对数字电视发展几点思考  

1．1 广电是否要搞数字电视整体转换？ 

（1）如果不搞整体转换向用户免费发放机顶盒，数字化需要多少年才能实现？以我们陕西为

例，2003年底数字电视平台基本搭建完成，从2004年初就开始卖机顶盒，一年全省卖了不到10万

台。陕西全省有400多万用户，以此速度，静态看，也要大约40年才能使全部用户都看上数字电视。

机顶盒卖不动的原因不是用户不喜欢数字电视，其实数字电视免费提供的EPG信息、专用频道和广播

信息对用户还是很有吸引力。问题主要是现有的模拟电视已经非常好了，40多个频道、信号质量又

好，对用户来说他们没有必要再掏钱买机顶盒。      

（2）电信运营商整合成三家后，视频传输业务将不再是广电一家的长期专利。近年来，电信在

IPTV、宽带视频、手机电视方面，无论技术还是市场都有了很快的发展。电信行业并不仅仅把它看

成一项单纯业务，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电信转型到“三网融合”新型运营商的重要手段。所以从未来

发展的角度考虑，他们肯定要进入视频传输这个领域，而从技术方面看，电信是完全可以实现视频

传输，但目前只是政策不允许。      

（3）广电如果不搞整体转换，而模拟资费标准大多数维持在15元/月左右，从目前国家和谐发

展的大方针来看，这个标准基本上没有再上调的空间和可能。但广电网络的运营、维护成本不断攀

升，仅有的一点收视维护费收入，就连生存都成了问题，更谈不上发展了。面对上述严峻形势，广

电的出路就在数字电视上。为了广电的生存和未来发展，整体转换是必须做的，而免费赠送机顶盒

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模式。      



1．2 如何推进整体转换？  

广电数字化的最终方向，是要实现双向交互，但如果以交互方式推进整体转换，进行网络双向

改造投资大，还必须配送价格昂贵的交互机顶盒。此外即使搞了交互式，没有可经营的交互业务支

撑，也没有能看到的现实收益。因此，有线电视从现在的模拟走到双向交互，必须有一个过程，应

该分阶段实施。      

首先进行不对网络改造单向整体转换，目的是为了在现有基础上最大的占有用户群体，以便从

容应对未来竞争。      

其次利用现有CMTS、以太网和EOC等回传通道，进行交互业务试验，这样不但可以培育交互业务

的市场，同时广电可以探索出交互的支持业务。      

最后就是实行全网双向改造，使广电完成由单纯视频运营商向集视频、数据、语音为一体的

“三网融合”新型全业务运营商转型。      

1．3 整体转换后怎么经营？  

（1）基本收视费上调。根据发改价格[2004]2787号文，广电网络公司由于技术进步而改变服务

方式导致成本增加的，可以申请资费调整。根据这一文件，在启动数字化整体转换时，可以通过当

地听证会确定数字电视基本资费标准，如：陕西25元/月、青岛22元/月、大连24元/月和湖南26元/

月。      

（2）用户数量增多。实施数字化整转后，广电网络实现了对用户的端到端管理，潜在用户、新

增用户、副终端需求必然导致用户数量的增加。      

（3）互动业务开发。对数字电视来说互动业务，一个潜力巨大的业务，同是也是广电整体转换

最终要涉足的未来增值业务，这些业务包括：游戏、股票、博彩、物流、自助缴费等和其它电信业

务。      

（4）开发数字媒体：实现数字化后，电视将会派生出媒体资源，目前开发的主要资源包括数据

广播、开机画面、EPG信息显示条等。数据广播资源在模拟电视中也接触过，而开机画面、EPG信息

显示条则是一个新媒体资源，可以利用开机画面、EPG信息显示条来进行广告经营。        

（5）挖潜频道资源、合作经营。数字化后，频道数目增多，可与节目商合作，增加付费节目，

同时将释放的部分频道资源用于增加轮播、点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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