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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分级是否可行？ 

时间：2005-3-26 0:45:01 来源：今晚报 作者：丁晓晨 阅读1526次

  

在“电影分级”沸沸扬扬地闹了一段时间之后，电视分级又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电视分级是势

在必行，还是多此一举？是水到渠成，还是任重道远？“电视分级”在电视分众化、专业化、

频道化的今天，会给电视节目的制作者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又会给电视观众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呢？  

在不久前结束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来自文艺界的政协委员吴贻弓、冯小宁、濮存昕纷纷呼吁尽

快实行电影分级制。随后，另一位政协委员、《离开雷锋的日子》的编剧王兴东则疾声建议：

电视剧同样需要尽快完成分级制度。 

王兴东认为，通过电视剧分级制，明确标出一部电视剧究竟属于“不适合未成年人收看”、

“需要有家长指导收看”或是“适合所有观众收看”。消息传出，很快引来了媒体、观众和专

家的关注。在电影分级尚未明了的情况下，又冒出电视分级，此举是否可行？王兴东的建议是

否代表了大多数电视观众的愿望？而电视分级又是否具有操作性呢？为此，记者走访了部分专

家与观众。  

电视分级的难度 

一些专家认为，提到电视的“分级”，就不得不联系到电影的分级，这个概念最早是在电影上

提出并实施的。由于“看电影”是一项活动，所以造成从事这项活动的人有很大选择的自主

权，而电影分级就是针对这种自主权而产生的。 

中国传媒大学的杨晓鲁教授指出，由于环境和传播途径的相对单一（通过电影在影院中的放

映），这种活动可以并且相对容易进行控制，而每年上映的电影在数量上又是有限的，这也是

电影分级管理的一个极便利的条件。而电视则不一样，作为一个大众传播方式，不同观众的收

视习惯、收视方式不同，具有随意性和随机性，是无法预见的，而电视节目在数量上和艺术门

类上又大大高于电影，单是电视剧每年就有几千部集，加上纷繁的日播周播节目和不定期出现

的特别节目，数量是电影不可比拟的，为它们一一判定级别无疑是个巨大纷繁的几乎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 

至于电视分级所必然涉及的标准，杨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谈到：电视分级的这个“级”绝对与节

目质量无关。“人们已经习惯一提到级别，就想到是判断质量优劣的标准，其实电视分级绝对

不等于产品的分级，比如一等品、二等品、残次品，这个级别应该完全是根据人群接受程度来

划定的”。换言之，这个级别的划定标准，与电视艺术无关，是一个量化的标准，“这样的标

准制定出来就相对好分一些，这个标准主要针对青少年，衡量的标准应当是‘性’和‘暴力’

等表现内容对其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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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分级有无必要 

记者通过对一些观众的调查发现，尽管有部分观众认为，某些涉及凶杀、暴力和“戏说”的电

视剧对青少年有负面影响，但认为电视分级势在必行的倒是少数。去年4月，为了给青少年观

众营造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国家广电总局一纸禁令，使反腐、公安等题材的电视剧不得在每

晚的收视黄金时段播出，从而大大净化了电视荧屏。因此，大部分家长并不担心自己的孩子通

过收看电视这一渠道接触到一些不适合他们观看，会对他们造成不良影响的内容。有家长说：

“现在我们国家有非常严格的电视审查制度，凡电视上播出的节目必然是通过广电部门审查合

格的，一般不会对青少年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家长更担心的是网络。”  

当记者向部分专家问及此事，得到的说法和家长的意见大致相同，目前我们能够收看到的电视

节目都是已经经过宣传机构审查的，是过滤后的节目。对于那些“可能造成不快”的节目大多

出现在一些境外电视频道中，频道有限落地，影响的范围并不大。但即便如此，在传媒竞争激

烈的今天，某些电视台或电视节目为了提高收视率播放一些格调不高的节目或搞一些“擦边

球”。 

电视分级针对的内容  

到底要对什么内容进行“分级”？五花八门的电视节目，包罗万象的广告，善于打擦边球的

MV？大部分从业人员认为，其实需要进行“分级”的节目只有三类。首当其冲的就是电视剧，

电视剧在剧情设置、镜头运用、台词设计方面和电影的原理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电视分

级”得以实施，相信会从最易行，也是最有经验可借鉴的电视剧入手。第二个节目类型就是娱

乐节目，这个尺度问题也是很难拿捏的。特别是境外娱乐节目大量涌入，我们自身的节目创作

也会有所借鉴，一些观众都提到像星空卫视的《美人关》、华娱卫视的《世相夜总会》等都是

“边缘”节目，还有一些娱乐节目主持人的语言也“比较放得开”，这都是需要考虑的内容。

第三部分就是个别谈话节目，由于有时涉及的话题比较敏感，可能需要“分级”，而这类节目

也相对比较容易控制。  

分级为创作明确尺度  

分级制度应该是建立在成熟的生产、制作、发行、播出体系作用下的，是在影视行业市场化、

规律化、规模化、工业化的基础之上应运而生的。有关专家指出，对于成熟的电影电视市场，

分级对创作者是一件好事，它为创作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尺度，也规定了创作的底线。事实上，

在没有分级制度的时候，创作者在没有尺度限定的情况下，大多估计到“大众传播”的途径和

严格的审查制度，创作时有诸多顾虑，担心惹来非议或干脆被“枪毙”。如果分级制度出台，

实际上是将一些尺度的镜头和处理合法化，发给这些内容“合格证”，让创作者更无后顾之忧

地去创作。  

著名制片人张纪中曾经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其实现在很多涉案剧制作精良，可看性很强。但

是，它们一旦被‘挤’出黄金时段，就难获得像《黑金》、《黑洞》那样的收视效果了。毕

竟，为看电视剧熬到凌晨的观众还是少数。一旦让电视剧分级，观众的自主选择性更强了，电

视剧的收视率也就更高了。”  

然而，“分级”毕竟是“立法”，这就需要广大参与者相当慎重，并且需要与其他规章制度互

相适应，互相协调。 

电视分级的途径 

遥控器掌握在每位观众的手中，他们下一步将要转到什么频道，收看到什么样的画面，是我们

完全无法预知的。即使对电视节目进行了分级，电视台也很难做出准确有效的预告，特别是在

 



公共频道，这样的情况就更加明显。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做法无外两种，一种是在整个节目之

前加上一屏“以下节目可能会引起您的不快……”的警告，这种方法对于那种在节目播出过程

中把频道转到这个节目的观众毫无作用；另外一种是像香港的某些电视台的做法，在屏幕的一

角加标分级的字幕，这种方法的不足是，希望观赏这个节目的观众时时要受到这些角标的困

扰，而不希望看到这类节目的观众在读明白标注的等级前，早已经把屏幕上的画面尽收眼底

了。  

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副司长王卫平指出：电视分级不仅会考虑分出时段，可能还会出现专门

的频道，属于成人频道，包括收费频道。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实行这一分级制度，所以肯定是

有合理性的。我们是在寻求一种更科学、更规范、更完善的管理办法。  

所以，电视分级的具体实施方法还是要在频道专业化（例如付费频道）和节目播出时间（例如

午夜节目）上做文章，一方面保证青少年对不利于其健康成长的电视节目的绝对绝缘，另一方

面又技巧地保障其他观众的正常收看，这个具体的工程也是电视人下一阶段需要研究的方向之

一。  

虽然很多电视人觉得这样的“电视分级”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在短期内很难实现，但作

为大众传播媒体具有的责任感，又促使他们不断地去克服困难，寻找方法。他们身上负担的教

育功能远远高于其他功能，作为一个传播者，作为“喉舌”，怎样说，怎样有针对性地说，是

广大电视人和电视理论研究人员在“电视分级”被提出之后，应该更多思索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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