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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经营：广电传媒的市场经营主导模式 

作者： 阮志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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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播电视传媒, 作为事业单位走企业化的道路已是必然。经营模式的选择关系着广电传媒改革的成败。在企业的

生产经营、销售经营、需求经营、资本经营、社会经营、形象经营六种模式中，只有以形象塑造为主要手段、从精神文

化领域的更高境界着手，以此主导生产、销售、需求等全方位经营模式，才能走上广电传媒的改革成功之路。 

关键词：广电传媒；经营；模式 

广播电台、电视台的社会定位是事业单位，在经营管理上的定位则是企业化。也就是说广电传媒是一种企业化的事业。

如何把这一重要而特殊的事业经营好，现在已成为广电传媒界心之所向、力之所趋的焦点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尽管有

各种主张，基本指向却是一致的，这就是广电传媒要走企业化经营的道路，从行政经营完全过渡到企业化经营。 

一 

广电传媒如何过渡到企业化经营，选择什么样的企业经营模式作为企业化经营的主导模式？这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审

慎抉择的问题。 

纵观企业经营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往往有不同的经营主导模式。就其基本类型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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杓 ?p>广播电视传媒的企业化经营应以哪一类模式为主导模式呢？应从广播电视传媒的客观实际出发。就广播电视传媒

的事业领域看，是精神文化的生产与传播。因此，生产经营、销售经营模式都不宜作为经营的主导模式。而需求经营模

式不管对于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生产来说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作为以精神产品生产为主的我国广播电视传媒，

在这个方面过去比较忽视。因此，在经营上应当充分考虑、适应公众的需求。在经营模式的组合上应当把它作为一种重

要模式。然而，必须注意的是，精神产品的生产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其特殊性在于：有需求的产品，却可能是对社会有

害的产品。因而，以需求经营为主导模式并不十分恰当。社会经营模式对广播电视传媒来说是个适用的经营模式，在过

去的广播电视经营实践中实际上也存在，而且还是广电传媒把握得较好的一种模式。只不过在运用上不是“企业化”

的，而是“行政化”的。因此，对于这种行政化的社会经营模式要进行改革，要使其真正“企业化”。资本经营模式是

否能作为广电传媒经营的主导模式呢？就我国大陆广播电视的状况来看，除了在特定的发展阶段获国家政策特许的个别

广播电台、电视台之外，对绝大多数广电传媒来说，在短时期内是难以入愿的。我国大陆的广电传媒过去一直就是行政

经营（或者说行政化经营），没有进入过经济经营领域。现在的经营改革，其着眼点不是民营化，而是企业化。换句话

说，国家经营广播电视的方针没有变，只是方式变了。目的在于通过企业化使经营转轨，由行政经营向经济经营过渡。

就算是经营改革成功，企业化的广播电视传媒和一般的企业也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把以实现资

本的快速扩张和利润的最大化为目的的资本经营模式作为广电传媒企业化经营的主导模式，也是不现实的。 

再看形象经营。对于企业的形象经营，广电传媒并不陌生。因为企业形象经营所依靠的各种形象经营战略的实施，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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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上都是借助于广播电视传媒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广播电视传媒事实上是企业形象塑造的参与者和传播者。正因为

如此，广电传媒的企业化经营选择形象经营作为主导模式有很好的基础，如善于形象塑造与传播，不缺乏塑形人才，实

施形象经营的成本相对一般企业低，等等。除了上述外，更为重要的是，形象经营是最适合我国广电传媒企业化的一种

好模式。这种模式好就好在，它既是一种可以取代行政经营的经济经营模式，又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经营模式；既能适

应广电传媒的经营体制改革要求，又有利于作为文化传播事业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向更高层次的现代传媒发展。 

二 

具体而言，选择以形象经营为主导模式对于广电传媒的经营改革会有哪些好处，或者说好的改变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 

首先，是经营理念的提升，是官本位观念到民本位观念的转变。广电传媒作为大众传媒，其服务的主体应该是人民大

众，经营理念应该是“以民为本”。事实上，在僵化的行政经营体制和长期的官僚主义思想的熏陶之中，广电传媒秉持

的理念却是“以官为本”，主要考虑不是人民大众的需求，而是“上级”、“领导”的需要。如果选择形象经营模式为

主导模式，这种情况就要有根本的改变，就不能只考虑“领导”需要和上级印象，而是要把经营的重心转移到树立良好

的大众传媒形象，使广大人民群众都喜欢，使党和人民都满意上来。 

第二，是经营行为的彻底改变，是人员素质的大幅度提高。在官本位理念的指导之下，广电传媒的经营行为主要是服从

“官指向”的，传媒工作除了保证“政治素质”的可靠之外，其它都是次要的。在民本位理念的指导下，广电传媒的经

营指向是“民指向”，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要求是广电传媒经营满足的对象。人民群众是一个多元的多层次的文化集合

体，要满足人民群众的不同层次需求，传媒工作者就必须有广博的文化艺术修养，就必须努力增强自身的传播技能，提

高传播水平。 

第三，是社会关系、经营关系的根本改善。在以民为本的形象经营理念指导下，广电传媒必须一改“官气横秋”的架

势，传媒工作者亦必然关注和发掘老百姓最关心的热门话题，同时又十分注重自身和媒介的形象，以获得良好的社会影

响。这样就必然导致社会关系的融洽和经营关系的根本改善，广电传媒将真正在大众传媒的意义上得以回归。同时，传

播客户（广告业主）亦必将随着民众对广播电台、电视台的热心关注而进一步扩大广告投入，从而改善广电传媒的传播

条件。 

第四，是经济效益的大幅提高。广电传媒经营选择形象经营模式为主导模式，在片面理解“企业化、市场化经营”者看

来，似乎不注重经济效益。然而，事实上，正是形象经营才能真正使广播电台、电视台获得广泛的受众支持，并由此吸

引住大量的广告业主，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大量的资金来源。 

在国外，形象经营模式已经为大量的广电传媒所采用，如日本的南日本广播公司，尽管是一个地方性广播电台，由于注

重形象经营，有计划有步骤长期实施形象战略——CI战略，在广大公众心目中树立了一个值得信赖的广电传媒的优良形

象，获得了本国及海外大量民众的支持，吸引了大量的海内外传播客户，为广播电台的独立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

础，亦为从业人员带来了丰厚经济收入。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有不少广电传媒在形象经营上下了大量功夫，取

得了显著成效。如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在“面向基层，面向实际，面向群众”的理念指导之下，为了充分满足社会经

济、政治、文化、娱乐等不同层面的需要，开办了珠江经济台等系列台，全方位、多角度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彻底

改变了官办广播的形象，吸引了大量的听众，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上海的广播电视界在改革中亦锐意进取，全面展

开形象革新。1992年底开播的东方广播电台突出群众参与性，加大服务性，受到了上海市民的普遍欢迎。1993年建台开

播的上海东方电视台，不仅办出了多台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收视率极高的好节目，而且大力开展社会公关活动，“显示

了年轻的东视人强烈地树立整体形象的意识”[1]。1999年5月，上海电视台也全面导入了CIS系统，实施CI战略，展开了

全面的形象塑造工程。由于上海的广电传媒抓形象经营十分突出，使上海广播电视界的改革与广东一样领先于全国，经

济上很快就得到了巨大改善。从1991年开始，中央电视台亦进入了全面改革时期，不仅组建了满足社会各阶层需求的系

列台，而且在发展公共关系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积极支持各种公益事业，大力支持希望工程，组织“心连心”

艺术团到全国老、少、边、穷地区，到工矿企业演出等，彻底改变了往昔面貌，在广大群众心目中树立了一个真正服务

于全国人民大众的人民电视台形象。而随着这一形象的树立，则是频道、节目收视率的大幅提高，拥有广告业主的数量

和广告价格都不断攀升，经济收入呈跳跃式剧增：1992年毛收入5.7亿元[2]，1993年商业收入7.6亿元[3]，而1994年仅

广告收入就达到了12亿元[4]。至此以后，一路顺风，1996年、1997年都保持了大幅度增长。1998年仅10个月，广告收入

就是33亿元的进帐。[5]1999年中央电视台又提出：“要进一步规范中央电视台整体形象”，要“不断提高和改进整体形

象”。到2001年，广告收入达到56.5亿元，从2002年1月份来看，又比去年同期增长工了42.1%。[6]再拿香港凤凰卫视来

看：自开办以来，以形象经营为主导模式，全力打造金凤凰形象，导入了CI战略。该台针对大陆改革开放形式，定位于

“补缺”，全力满足内地民众日益增长而又难以从内地传媒获得满足的精神文化需求；大力打造“三名”（名记、名

编、名主持），利用名人效应，塑造品版形象；持续不断地开展各种大型社会活动提升品牌形象；建立一整套循环互动

的品牌宣传体系传播凤凰卫视形象。在短短的几年中，金凤凰就在大陆老百姓心中扎下了根。凤凰卫视的大陆受众在全

国4000多万户家庭中就占了13%以上，占了凤凰卫视所有受众的93%以上，由此，也给凤凰卫视的广告经营带来了高速发

展，年平均增长速度都保持在80%以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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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谁抓形象经营抓得好，谁就发展得好，这已经成为了摆在广播电视界面前不争的事实。在当前“资本经营”

正炒得热火的时候，这一事实应该引起我们那些一心想从资本市场去弄钱而不可得，又不思进取者的重视：心思应主要

放在“经营”上，而不是“资本”上。传媒为什么定位于事业而不是企业，这就很值得思量。蜀报和商务早报的停刊对

于广电传媒来说，也该是明白的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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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旻编著：《识别“地球村－－大众传媒与CI战略》，中国经济出版社1977年版，第26。 

[2] 见李向阳：《产业化－－我国广播电视事业未来的“金海岸”》，《跨世纪中国广播电视改革与发展》，中国广播

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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