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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世界各国传媒的联系与交流日益增多。这种联系不仅仅体现

在新闻业务领域，还体现在媒介产品、媒介技术与设备、媒介资本等方面的交易与合作等。由于

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往往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紧密相连，因此，多数国家在传媒产业对外开放方

面存在诸多限制。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传媒行业没有实行市场化运作，与国外传媒进行经营方面

的来往与合作较少。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传媒业在“事业单位，企业化运作”方针的指导下不断

改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传媒经济呈现出超高速发展的态势。国内传媒经营理念也经历了转

型，从最初不重视传媒经济到“两个轮子一起转”。在产业化、集团化、数字化与产业融合的进

程中，传媒经济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升。为了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打造现代化新闻出版强

国，我国提出了传媒“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传媒产业获得新的发展机遇。我国传媒经济与国外

交易的现状如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如何应对这些问题？这些都是影响我国传媒对外交流的重

要因素。通过量化的方法分析我国传媒产业与国外传媒产业之间的交易状况，提出相应的解决路

径，对于打造传媒强国，提升文化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均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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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分别从电视节目进出口对外依存度、电视技术与设备进出口对外依存度以及电视产业对外资的依

存度等三个指标，对中国电视产业对外依存度进行了详细地估算，结果发现：电视节目进口对外依存度一直保持在较为

合理的水平，但电视节目出口对外依存度偏低；电视技术与设备进口对外依存度较高，出口对外依存度偏低；同时，电

视产业对外资依存度非常低。对数据进行比较后发现，我国电视产业对外依存度表现出结构性差异的特征：从各项指标

进出口比例结构上来看，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从进出口区域结构上来看，电视节目进口对欧美、韩国的依赖程度较

大，而节目出口区域则较为分散，不同省市的电视技术与设备进出口对外依存度存在明显的差异；从对外依存度指标的

变化趋势来看，广播电视技术与设备进口对外依存度变动幅度较大，电视节目和资本对外依存度变化幅度较小。文章最

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化我国电视产业对外依存关系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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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如此，本文拟采用对外依存度的相关测度方法分析我国电视产业[1]经济的对外交流情

况，以便为我国电视经济的外向度把脉。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先简要回顾相关文

献，对文中的测度方法、数据来源和处理加以说明，再对我国电视产业对外依存度进行综合测

度，并分析我国电视产业对外依存度的特征及产生的影响，最后是全文的结论及相关建议。

一、理论溯源与文献回顾

“依存度”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W.A.Brown提出来的。1946年，W.A.Brown

出版了《对1914-1943年间国际金本位制度的再解释》一书，提出了“相互依存度”

（interdependence）这一概念，用来反映一国经济对其他国家或者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

此后，这一概念被国际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广为使用。一般来说，

产业对外依存度主要是指“产业在进口、出口、资本、技术等方面的对外依赖程度，主要包括产

业出口对外依存度、产业进口对外依存度、产业资本对外依存度、产业技术对外依存度、产业出

口对外资企业依存度”[2]。在我国，较早关注对外依存度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主要研究进

出口依存度、外贸依存度的现状与发展规律、贸易依存度的对策建议及国际比较等。近年来，随

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大势所趋，各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相互

依存关系越来越明显，各国经济之间的依存关系问题自然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对各产业对

外依存度的测度与研究越来越多。

对于传媒产业来讲，其对外依存度主要考量我国传媒产业与国外传媒产业以及相关产业之间

的关联程度。由于中国传媒产业市场化运作时间较短，过去与国外进行传媒经济上的交流较少，

传媒产业对外依存度问题没有受到学界的重视。近年来，关于我国传媒产业与国外传媒产业交流

合作方面的研究文献越来越多，部分文章涉及到中外传媒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研究我国传媒在国际竞争中地位，涉及到传媒之间的依存关系问题。如研究传媒业

国际竞争的大公司战略[3]、传媒集团国际化目标市场选择模型[4]等。二是研究外资进入中国传媒

业的影响及对策。如对外资进入中国传媒业的策略[5]、外资进入传媒产业后的影响[6]、外资进入

传媒业的动态博弈[7]等问题的研究。三是研究中外媒介产品交易及其效益问题。如研究影视产业

“走出去工程”的绩效[8]、图书进出口量化对比及结构演化问题[9]、国际传播中媒介产品生产与

出口问题[10]等。上述成果从发展战略、资本、媒介产品进出口等方面分析了我国传媒产业与国外

传媒产业在经营上进行交流合作的问题与对策，为深入认识我国传媒经济在国际传媒发展格局中

的地位奠定了基础，同时为今后传媒产业发展规划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总体上来看，目前对于我国传媒与国外传媒依存关系的研究文献较少，现有的文献基本上

没有对中外传媒相互依存度进行测度与分析。而认识与掌握我国传媒产业对外依存度基本情况，

有助于科学合理地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更好地促进传媒产业发展。一直以来，我国非常重视传媒

的舆论宣传功能，传媒的经营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了。这样，传媒基本上不需要考虑盈利问

题。因此，传媒在进口、出口、资本等方面对外依存度极低，甚至不需要与外国传媒及相关单位

进行经济上的联系。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传媒产业逐步迈向市场化发展的轨道。但相当一部分传

媒依然靠政府行政拨款维持运营，其经营模式并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传媒产业与

国外传媒以及相关机构的联系相对较少，传媒产业的对外依存关系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鉴于

此，本文拟选择电视产业作为分析对象，通过测度分析该产业相关指标的对外依存度，为电视产

业的发展规划与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测度方法与数据说明

对外依存度可以用来衡量一国某产业对国外的依赖程度，同时也可以反映该国某一产业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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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程度。一般将对外依存度分为出口对外依存度和进口对外依存度。国际上通常用“外贸依存

度指数”来衡量对外依存度，其计算方法为某项指标的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11]。

电视产业对外依存度可以分为产品对外依存度、技术对外依存度、资本对外依存度等。本文

主要分析电视节目进出口对外依存度、电视技术与设备进出口对外依存度和电视产业对外资的依

存度。本文在参考国内外贸依存度计算公式的基础上，采用下列公式[12]计算电视产业对外依存

度：

出口对外依存度=出口量/（国内生产量+进口量）×100%			公式1

进口对外依存度=进口量/（国内生产量+进口量）×100%			公式2

对外资依存度=使用外资额/资金来源总额×100%			公式3

根据上述对外依存度的计算方法，我们搜集了近年来电视节目、电视技术与设备进出口的相

关数据，以及电视产业使用外资的相关数据，在此基础上计算出该产业各项指标的对外依存度。

由于部分数据搜集不便，给研究的准确性带来一定的影响，尤其在测度电视技术对外依存度的时

候，难以找到最合适的数据，我们以电视设备进出口相关数据作为替代数据，从侧面来反映该产

业技术进出口对外依赖程度。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中国统计年

鉴》、《中国信息产业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为了增强可比性，同类数据尽量保持

来源的统一性。

三、电视产业对外依存度的综合测度

1、电视节目对外依存度

我国传媒产业产品对外依存度总体上不是很高。主要表现在，媒介产品出口比例较小，进口

量也不大。与报纸和期刊等媒介产品相比，电视节目是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媒介产品，为了测度电

视节目对外依存度，我们搜集了2006年至2010年之间电视节目进出口量（额）相关数据以及全国

电视节目制作时间和总销售额等数据，在此基础上计算出电视节目对外依存度，参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以制作时间为

分析指标，从2006年至2010年，我

国电视节目进口对外依存度最高为

1.36%，最低为0.77%，平均对外依存

度为0.94%；电视节目出口对外依存度

最高为0.50%，最低为0.20%，平均对

外依存度为0.36%。这说明，以制作时

间来考察，我国电视节目对外依存度

很低，平均值在1%以下，国内自主制

作的电视节目占压倒性多数。仅仅以

制作时间为分析指标显然不能全面反

映我国电视节目对外依存度情况。因

为我国人口众多，电视台数量以及频

道数量也很多，节目制作时间自然非

常可观。而进口的电视节目（主要是

电视剧和动画电视等）往往循环播放，因此，其实际利用率一般比较高。为此，在研究中，本文

把电视节目销售额作为分析指标，从另一个侧面来揭示我国电视节目对外依存度。通过表1的数

据可以看出，从2006年到2010年，我国电视节目进口对外依存度（以销售额为分析指标）最高为

17.84%，最低为8.23%，平均对外依存度为13.81%；电视节目出口对外依存度最高为7.53%，最低

1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全年电视节目制作时间（小时） 2610800 2553300 2641900 2653600 2742900 

全年电视节目进口量（小时） 35914 25137 20550 21426 22197 

电视节目进口对外依存度（%） 

（以制作时间为分析指标） 
1.36 0.97 0.77 0.80 0.80 

全年电视节目出口量（小时） 8051 5097 10300 10238 13762 

电视节目出口对外依存度（%） 

（以制作时间为分析指标） 
0.31 0.20 0.39 0.38 0.50 

全年电视节目总销售额（万元） 224883.7 249059.9 254542.1 326126 523164 

全年电视节目进口总额(万元) 33714.22 32153.46 45420.67 49146 43047 

电视节目进口对外依存度（%） 

（以销售额为分析指标） 
14.99 12.91 17.84 15.07 8.23 

全年电视节目出口总额(万元) 16939.79 12174.94 12476.06 9173 21010 

电视节目出口对外依存度（%） 

（以销售额为分析指标） 
7.53 4.89 4.90 2.81 4.02 

 

	表1	我国电视节目进出口对外依存度（2006-2010）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

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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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81%，平均对外依存度为4.83%。如果以电视剧播出数量（部）为统计指标，从2008年至2010

年，我国电视剧进口对外依存度分别为5.86%，3.82%，3.53%，平均对外依存度为4.40%；动画电

视进口对外依存度分别为9.19%，6.19%，5.42%，平均对外依存度为6.93%。相比较而言，电视剧

和动画电视出口对外依存度比进口对外依存度要低得多。

以上数据表明，我国电视节目进口对外依存度总体上保持较为适度的水平，而电视节目出

口对外依存度处于很低水平。电视节目能够受到国外的青睐才有可能在国际贸易中获利，并逐渐

构建其国际竞争优势。进一步地，其思想观念和文化价值的影响才能显现出来。我国电视节目出

口对外依存度较低，说明电视节目在“走出去”战略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文化体制改革背景

下，必须在电视节目创新上下大力气，实施电视产业“走出去”战略，大幅提升电视节目出口对

外依存度。

2、技术和设备对外依存度

电视技术与设备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在多数情况下，电视技术是通过电视设备体现出来，

电视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往往需要在电视技术和设备上不断升级。因此，本文将重点分析与电视

技术联系最密切的电视设备的对外依存度。由于广播技术和电视技术很难截然分开，在很多统计

资料中将两者放在一起，因此，在分析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将广播和电视技术与设备对外依存度

分开，而是将两者合在一起来考察。为了计算我国广播电视技术与设备对外依存度，我们搜集了

2006年至2010年之间我国广播电视设备国内产值、进口总额以及出口总额等数据，在此基础上计

算出广播电视设备总额，并利用对外依存度公式，计算出这五年间广播电视技术与设备对外依存

度，参见表2。

通过表2的数据，我们可以

看出，与电视节目对外依存度相

比，电视技术与设备对外依存度

明显要高得多。从2006年至2010

年，我国广播电视设备进口对外

依存度最高达到74.68%，最低

为47.09%，平均对外依存度为

58.52%，也就是说，从设备进口

总额这个角度来看，我国广播电

视设备有一半以上靠进口。从

2006年到2010年，我国广播电视

设备进口额增长了267.60%。相比

较而言，广播电视设备出口对外

依存度明显要低一些，五年间，

我国广播电视设备出口对外依存度最高达到19.00%，最低为10.56%，平均对外依存度为14.99%。

在广播电视设备出口的项目中，音频节目制作和播控设备、视听节目制作和播控设备出口对外

依存度较高，在少数年份中，其对外依存度甚至超过90%。广播电视设备属于高技术产品，其音

频、视频设备以及非线性编辑等设备与软件都是媒介技术的载体。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国广播电

视技术进口对外依存度比较高，而广播电视技术出口对外依存度保持一般水平。

3、资本对外依存度

如今，媒介之间的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很多传媒集团的经营业务是交叉型的，其资本使

用也难免相互交叉。在一些统计数据中，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的资本并没有截然分开。因

此，本文并没有单独分析电视产业资本使用情况，而是计算整个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对外

资的依存度，从总体上来透视电视产业对外资的依赖程度。我们搜集了从2005年至2010年间广

表2	我国广播电视技术与设备[13]对外依存度（2006-2010）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信息产业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

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2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广播电视设备产值 

（万元） 
2518000 3619600 3963300 4089000 5228247 

广播电视设备进口 

总额（万元） 
4195578.9 4457688.43 4498440.3 3639094 15422843 

广播电视设备进口 

对外依存度（%） 
62.49 55.19 53.16 47.09 74.68 

广播电视设备出口 

总额（万元） 
990800 1186900 1350200 1468000 2179800 

广播电视设备出口 

对外依存度（%） 
14.76 14.69 15.96 19.00 10.56 

 

 

 

 

 

 

年份 产业 
来源 

合计 

国家 

预算 

所占 

比例 

国内 

贷款 

所占 

比例 

利用 

外资 

所占 

比例 

自筹 

资金 

所占 

比例 

其他

资金 

所占 

比例 

2005 
广播、电视、 

电影和音像业 
91.7 5.6 6.11 10.3 11.23 0.7 0.76 69.1 75.35 6.0 6.54 

2006 
广播、电视、 

电影和音像业 
118.9 8.3 6.98 11.7 9.84 0.4 0.34 89.8 75.53 8.8 7.40 

2007 
广播、电视、 

电影和音像业 
141.7 6.1 4.30 11.8 8.33 0.0 0.00 118.5 83.63 5.2 3.67 

2008 
广播、电视、 

电影和音像业 
148.8 11.7 7.86 9.0 6.05 1.4 0.94 119.9 80.58 6.8 4.57 

2009 
广播、电视、 

电影和音像业 
164.9 15.1 9.16 8.3 5.03 0.5 0.30 132.6 80.41 8.3 5.03 

2010 
广播、电视、 

电影和音像业 
249.5 29.9 11.98 12.4 4.97 0.3 0.12 195.5 78.36 11.4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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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资本来源的相关数据，在此基础上分析该行业对外资的依存度，参见表

3。

从表3可以看出，近几年来，我国广播影视行业投资资金来源中，自筹资金所占的比例最

大，6年之中，有3年超过80%，年均达到78.98%；其次是国内贷款，年均比例为7.73%。这些数据

表明，我国传媒产业实行市场化运作之后，传媒盈利能力逐渐提升，很多传媒能够靠自筹资金维

持运营，这是我国传媒产业近些年经营改革所取得的重要成绩之一。当然，我们通过表3也可以

看出，近年来，我国广播、电

视、电影和音像业投资资金

来源中，对外资的依赖程度

普遍很低，最高为2008年的

0.94%，最低为0，平均对外依

存度为0.41%。即便如此，该

行业对外资的依存度比报纸、

期刊等新闻出版行业还要高。

可见，我国大众传媒业在利用

外资方面还是比较谨慎的。

传媒是国家新闻舆论宣

传的重要载体，我国党和政府

非常重视新闻传媒业的发展，

在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正是

由于这个原因，我国电视行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太重视经营。其资本主要靠政府的财政拨

款，对外依存度很低。一直以来，我国对传媒产业资本使用管理比较严格，近年来，资本进入壁

垒有所下降。2005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鼓励和支持非

公有资本进入相关传媒产业。这些规定为业外资本乃至境外资本进入传媒业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不过，文化企业国有资本必须控股51%以上。中国广播电视产业资本进入壁垒近年来呈降低趋

势，但并不是无原则地降低，而是根据资本进入的具体领域区别对待，局部降低，这是确保广播

电视产业安全与信息安全的需要。由于外资进入我国广播电视市场的制度性壁垒较高，所以广播

电视产业对引进外资保持较高的警惕性，并逐渐形成一种惯性。尽管国家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是广播电视产业在运作中还是存在很多顾虑，因此，我国广播电视产业资本对外依存度一直处

于较低的水平。

四、电视产业对外依存度的结构性差异

1、比例结构方面的差异

我国电视产业不同经营指标对外依存度的比例结构并不一致，那些与信息传播、电视产权等

因素密切相关、有可能危及信息安全与产业安全的领域，其对外依存度普遍较低。具体表现在，

一是电视节目进口对外依存度较低；二是电视产业外资利用率较低。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

是由于电视媒体属于国家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在信息传播与舆论引导中发挥巨大作用，为了确

保舆论导向的正确性，需要对电视节目进口以及外资使用实行必要的限制。另外，我国电视节目

出口对外依存度较低，这与我国电视节目题材类型、制作水平以及营销方式都存在一定的联系，

目前出口的电视节目主要是电视剧和动画电视，其他节目出口比例较小。与电视节目进出口率和

外资利用率相比，我国电视技术与设备进出口率要高出很多。我国广播电视技术与设备对外依存

度也存在比例结构方面的差异：电视技术与设备进口对外依存度偏高，出口对外依存度相对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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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 

电影和音像业 
91.7 5.6 6.11 10.3 11.23 0.7 0.76 69.1 75.35 6.0 6.54 

2006 
广播、电视、 

电影和音像业 
118.9 8.3 6.98 11.7 9.84 0.4 0.34 89.8 75.53 8.8 7.40 

2007 
广播、电视、 

电影和音像业 
141.7 6.1 4.30 11.8 8.33 0.0 0.00 118.5 83.63 5.2 3.67 

2008 
广播、电视、 

电影和音像业 
148.8 11.7 7.86 9.0 6.05 1.4 0.94 119.9 80.58 6.8 4.57 

2009 
广播、电视、 

电影和音像业 
164.9 15.1 9.16 8.3 5.03 0.5 0.30 132.6 80.41 8.3 5.03 

2010 
广播、电视、 

电影和音像业 
249.5 29.9 11.98 12.4 4.97 0.3 0.12 195.5 78.36 11.4 4.57 

 

表3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投资资金来源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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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近年来进口额一直是出口额的四倍以上。这种比例结构表明我国广播电视技术与设备在国际

竞争中没有太大优势，电视产业对国外先进电视技术与设备具有较大的依赖性，这种趋势不利于

国内电视技术与设备行业的发展，容易出现产业安全隐患。并且，就我国出口的广播电视技术产

品来看，并不能代表该领域的最高端技术水平。

2、区域结构方面的差异

从电视节目进出口的区域来看，我国从美国、欧洲与韩国等国家和地区进口的电视节目占

了接近50%的比例，但是往以上区域出口的电视节目占出口总额的比例则只有20%，另外80%的电

视节目出口区域较为分散。说明我国电视节目进口对欧美、韩国等具有较大的依赖性。电视节目

出口区域具有广泛性，但出口发达国家的比例较小，甚至拉美、非洲等区域的比例也不大。从电

视节目生产区域来看，广东省、浙江省、湖南省、安徽省、上海市等省市的广播电视节目出口量

较大，而多数省市的电视节目出口对外依存度很低。从广播电视技术对外依存度方面来看，广

东省、江苏省、上海市、北京市等四个省市进口量最大，占据了我国广播电视设备进口总额80%

左右的比例。2010年，上述四个省市占全国广播电视设备进口的比例为82%。相比较而言，其他

省市的广播电视设备进口数量较小，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广播电视技术与设备出口方

面，广东省、江苏省、上海市、天津市等省市的出口量很大，几乎占全国总出口量的90%，而陕

西省、云南省、黑龙江省、吉林省、贵州省、重庆市、海南省、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宁夏回

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青海省等12个省市或自治区的广播电视技术与设备出口量占全国出口总

量的比例不到0.5%。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其电视产业对外依存度越高，相

反，其对外依存度越低。总体上来看，我国电视节目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还有待提升，尤其在欧美

发达国家的营销市场还需要进一步开发，在拉美、非洲等地区的市场也有较大的开发空间。同

时，电视产业发展的区域不平衡现象值得关注。

3、变化幅度方面的差异

通过电视节目、电视技术与设备以及电视产业资本对外依存度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近年

来，我国电视产业对外依存度出现一些变化，但各项指标对外依存度变化幅度存在一定的差异。

通过比较我国电视产业各项指标对外依存度的方差，可以看出，广播电视技术与设备出口、电视

节目进出口（以销售额为分析指标）对外依存度的方差较小，分别为9.20、12.79和3.01，表明

这几组数据的离散程度较小，增减的幅度并不是很大。相比较而言，广播电视产业资本对外依

存度、电视节目进出口（以制作时间为分析指标）对外依存度的方差很小，分别为0.23、0.06

和0.12，表明这几组数据变化幅度非常小，近年来，处于平稳发展状态。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近五年来，我国电视节目和资本对外依存度一直保持较低水平，并且变化不明显。表明国家对电

视节目进口和资本引进方面持谨慎态度，而在节目出口方面则缺乏一定的竞争优势。在几项指标

中，广播电视技术与设备进口对外依存度的方差最大，为111.84，由此可见，近五年我国广播电

视技术与设备进口数量波动幅度较大，其离散程度也相对较大，但这种大幅度的变化不会对电视

产业发展格局产生根本性影响，因为技术与设备本身的变化并不会对舆论导向产生直接的影响。

五、结论及讨论

综上所述，我国电视节目进口对外依存度总体上保持相对合理的结构，但节目进口对少数国

家和区域的依赖程度较高，容易导致电视节目贸易的不平衡，同时对电视文化和舆论产生一定的

影响。电视节目出口对外依存度较低，对发达国家出口的电视节目明显不足，电视节目的竞争力

亟需提升。我国电视技术与设备进口对外依存度较高，尤其是过于依赖发达国家，国内电视技术

与设备的出口创汇能力不足。电视产业利用外资较少，资本对外依存度很低。研究表明，我国电

视产业与国际媒介经济联系并不是很紧密，电视经济外向度和开放度较低，这将影响电视产业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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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本文所讨论的电视产业是传媒产业群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它是以生产、传输、销售信息为主要活动内容的信息产业群的子产

业。在计算电视产业对外依存度的时候，考虑到电视媒介技术与设备之间联系非常紧密，因此在文章中涉及到了属于工业领域的

电视设备这一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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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有的计算进出口对外依存度的公式中，部分学者只考虑到国内生产量，没有将进口量算进去，本文对依存度的计算方法做了

改进，以电视某项指标经济总量作为比较的依据，便于更科学地反映对外依存度的现状。

表中的广播电视设备主要指与广播电视技术联系非常紧密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与播控设备、广播电视发射与传输设备等，包括视

频切换、视频矩阵、非线性编辑、信号源、视频信号处理、电视信号同步等设备，以及有线电视、卫星电视等相关技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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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从产业安全的角度来看，当前我国电视产业处于安全运营状态。不过，根据

对电视产业对外依存度的估算，并结合我国电视产业政府规制的情况，我们认为，我国电视产业

处于制度保护下的相对安全的运营状态，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电视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缺乏较大

的竞争优势。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认为，今后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调整我国电视产业的对外依存关系：

第一，调整电视节目对外依存关系。在引进高质量电视节目的同时，增加电视节目对外出口的力

度，将电视节目出口对外依存度（以销售额为分析指标）提高到10%左右。有针对性地调整电视

节目营销的区域定位，拓展电视节目出口的渠道和地区，加快电视节目进出口市场及贸易主体多

元化建设，防止对少数国家的过分依赖。注重出口电视节目的创新，提高电视节目的质量，调整

电视节目的风格和类型，达到适销对路。第二，进一步提升电视技术与设备出口的质量，加强高

端技术出口力度。改变广播电视技术与设备的出口结构，在技术创新上不断突破，转变以卖低端

硬件产品为主的经营模式，真正实现以卖高端技术产品为主的经营模式。同时，促进技术与设备

引进之后的消化与吸收，并对相关技术进行再创新。不能过于依赖国外的广播电视技术与设备，

而要提升自身的媒介技术开发能力，以免出现在技术上受制于人的局面。当前，我国电视技术与

设备进口对国际市场的需求存在刚性，极容易受到国际市场需求变化的冲击。因此，需要减少对

发达国家的过度依赖，增强电视产业抗风险能力。第三，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正确地利用外

资，适当地提升资本对外依存度。可以考虑在出口的电视节目中多使用外资，这样将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使用外资带来的负效应，也有助于我国传媒积累使用外资方面的经验。同时，在当前文化

产业“走出去”的战略中，适当提升媒介资本输出的力度，为提升我国电视媒介国际竞争力奠定

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