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引 言

作为经济尧文化和人口大国袁中国和美国不但拥

有全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电视产业袁而且也出于种

种历史及社会的积因形成了不同的电视文化生态遥
对于媒介产业结构与其文化生态之间的关系袁

西方国家一些持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研究者曾展开

历史和批判视野下的评述遥例如袁英国电视理论家约

翰窑费斯克渊John Fiske冤曾深入阐述西方电视产业如

何通过对男性气质渊masculinity冤的生产和传播袁来
宣扬一种强调野成就和成功冶的社会理念袁从而令建

立于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实现对

自身的再生产袁野电视噎噎将作为资本主义核心理念

的耶进步爷的意识形态伪装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事物袁因
而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的中介冶[1]遥巴西电视理论

家凯撒窑波拉尼奥渊C佴sar Bolano冤也曾分析并认为西

方国家电视业的寡头垄断格局渊oligopoly冤是资本主义

社会文化工业的影响力得以持续的一个重要原因袁因

为这种产业结构得以在保留必要的竞争的前提下袁生
产出尽可能同质化的内容[2]遥而两位美国学者则指出袁
电视通过向不同年龄尧性别和社会阶层的群体提供相

应的内容和私人文化空间的方式袁将原本零散的社会

个体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信息系统袁从而导致了野组织

化资本主义冶渊organized capitalism冤的转型[3]遥 在文化

与信息全球化的背景下袁 中国电视的产业结构变迁

同样引发了研究者的兴趣遥对此袁陈韬文渊Joseph M.
Chan冤曾进行详尽的梳理和分析袁从而深入探讨国

家在大中华区电视市场的形成以及中国电视文化走

向全球的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4]遥
上述成果和结论为本项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基

础遥 但由于西方或海外学者对电视产业结构作用于

电视文化的机制的考察往往以英美等资本主义社会

的情况为依据袁 故中国本土的研究者从实际情况出

发梳理并剖析中国电视产业的独特结构袁 及其加诸

本土电视文化的影响袁 就成为了一项亟待完成的工

作遥 此外袁通过将中国与西方国家渊以美国为代表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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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电视产业-文化冶体系的比较研究袁我们亦可更为清

晰地在电视业和电视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锚定中国

电视所处的独特位置及可能拥有的发展路径[5]遥 这正

是本项研究得以开展的初衷遥
具体而言袁本文采用媒介政治经济学的思路袁对

中美两国电视产业结构加诸电视文化的影响予以归

因式的尧阐释性的考察袁同时比较两者的异同及此种

异同背后的深层权力机制遥 研究的目的在于透过对

电视场域的剖析袁 挖掘中美两个历史传统和社会制

度均有极大不同的国家的文化所遵循的不同发展路

径袁 从而为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自我认同和对

外交流提供理论依据遥

二尧美国的电视产业与文化

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发达的电视产业遥 2014 年袁
美国电视产业的总收入达到 1347 亿美元袁其中广告

收入高达 711 亿美元袁 占行业总收入的 52.78%曰美
国观众平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达 299.6 分钟袁 黄金

时段电视观众则平均可达 1.87 亿人曰美国最为昂贵

的电视广告时段为全国广播公司渊NBC冤的叶周日橄

榄球之夜曳节目袁售价高达每 30 秒钟 54.5 万美元[6]遥
在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袁 美国电视产业已拥有高

度成熟的商业体系和管理制度袁 并在资本主义制度

框架内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化政治遥
美国电视产业在总体上具有三方面的特征遥
第一袁高度商业化的体制遥美国拥有根深蒂固的

商营电视传统袁 除为数不多的直接承担社会服务职

能的电视机构渊如公共广播公司 PBS冤外袁绝大多数

电视台为财团或个人所有袁并以赢利为首要目的遥在
这种体制下袁 尽管开办无线电台和电视台仍需获得

国家的许可袁但获得许可之后的一切经营活动袁便完

全按照现代商业企业的方式运行袁 无论国家还是公

众均不对其进行参与和干涉遥在商营体制下袁电台和

电视台依靠商业广告尧节目销售尧收取订阅费等经营

行为获得收入袁而国家则通过现有的宪法尧法律和行

政规章对其进行约束和管理遥
第二袁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遥寡头垄断是美国电

视产业的典型市场结构袁其主要特征体现为院市场中

的竞争者一端拥有极高的准入门槛袁 从而导致竞争

者数量较少袁而消费者数量众多尧不设门槛袁从而最

终形成若干个主要竞争者共同垄断全国市场的局

面遥在这种情况下袁任何一方的决策失误都有可能带

来重大的经济损失袁 故各寡头往往倾向于在经营中

尽可能追求稳妥尧规避风险遥美国虽然拥有全世界产

值最大的电视产业袁 但全国性的电视网只有 NBC尧
CBS尧ABC尧Fox 和 CW 五家袁 是典型的寡头垄断格

局袁其中又以前四家影响力最大遥 除电视业外袁美国

电影业亦形成了相似的市场结构遥
尽管美国电视业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的形成有

复杂的社会及经济背景袁 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政策背

景却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袁 那就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

开始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及其带来的传媒业的

野去规则化冶遥 这一浪潮与美国里根政府及英国撒切

尔政府的执政方针有密切关系袁野所谓的耶里根革命爷
渊Reagan Revolution冤实质上就是要以耶自由与繁荣爷
之名逐步取消所有对于工商业发展的主要规制和制

约因素冶[7]遥 野去规则化冶思路在 1996 年公布的美国

叶电信法曳中达到了巅峰袁这部旨在取代 1934 年叶通
讯法曳 的新法典不但大大放宽了对于一家公司在美

国所能拥有电视台数量及其信号覆盖范围的上限设

定袁 而且正式允许传媒企业可以跨机构尧 跨行业兼

并遥于是袁从 1996 年开始袁以美国为中心出现了一场

席卷西方世界的传媒业兼并浪潮袁 其直接结果就是

导致了多个大型跨国传媒产业集团的形成遥 而作为

传媒业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电视业袁 也大多为这

些野传媒航母冶所有袁传媒业各个领域和市场得以迅

速打通袁无论经营规模还是盈利能力均大大提升遥 依

照 2011 年叶财富曳杂志的全球企业 500 强排行袁美国

已经形成了包括迪士尼渊The Walt Disney Company冤尧
新 闻 集 团 渊News Corporation冤尧 时 代 华 纳 渊Time
Warner冤尧哥伦比亚广播集团渊CBS Corporation冤尧维亚

康姆渊Viacom冤在内的多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传

媒集团遥 这些传媒集团往往跨越几乎全部的媒体形

态袁是名副其实的野巨无霸冶遥 至于美国的绝大多数电

视台/网袁 则几乎无一例外地分别隶属于那些大型跨

国传媒集团袁成为其全球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遥

表 1 美国传媒巨头控制电视台/网的情况

第三袁以季播制为主要特色的内容生产机制遥季

传媒集团 拥有电视台/网
迪士尼

ABC, Lifetime, A&E Networks, NBCUniversal, The History Channel,
Disney Channel Worldwide

新闻集团
Fox, MyNetWorkTV, ITV, Sky Broadcasting/Network, STAR TV, FX
networks, 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

时代华纳 Turner Broadcasting (CNN, Cartoon Network, TBS, TNT), HBO
CBS CBS, CW, Showtime, CBS Sports Network

维亚康姆
Comedy Central, Logo, BET, Pike, TV Land, Nicklodeon, TeenNick,
Nick Jr., MTV, CMT, Palla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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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制是美国电视节目产业最主要的机制袁 也是美国

商营电视传统和寡头垄断市场结构在内容生产领域

的集中体现遥 在季播制的框架下袁除新闻尧谈话节目

等少数节目外袁 大多数类型的节目均以播出季

渊season冤为单位遥 一般而言袁以每年 9 月中旬至次年

4 月下旬为一个播出季袁在此期间袁电视节目采用边

拍边播尧每周播出 1 集的方式袁持续播出 20 集左右袁
是为一季的终结曰 而每年的 5-8 月则为休播时期袁
因为这是美国人集中外出休假尧 电视收视状况较为

低迷的时期袁直到 9 月再继续播出新一季遥在美国独

有的电视产业结构下袁季播制的优势十分明显遥一方

面袁 其有助于随时根据收视及广告市场的反馈而灵

活调整节目内容袁 以尽最大可能规避风险尧 追求利

润遥 一档节目一旦被确认为观众反响不好或收视表

现欠佳袁播出机构会立刻采取相应的措施院或对故事

情节做出调整袁 或删去不受欢迎的角色或增加新的

角色袁甚至停播节目遥 据统计袁仅 2015 年一年袁美国

就有 41 部黄金时段电视剧因受众反馈不佳而被播

出方停播袁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剧集仅播出了一季[8]遥
另一方面袁 被市场证明为具有持续吸引力和长期生

命力的节目袁则可一季接一季地制作和播出下去袁通
过吸引稳定的观众群袁甚至野伴随观众成长冶的方式袁
为播出机构带来源源不断的利润遥 表 2 是美国电视

节目发展史上一些热播剧集的容量袁 有些电视剧甚

至可以连续播出二十余年 400 余集袁热播节目的持续

品牌效应是各大电视网均致力于争夺的核心竞争力遥

表 2 美国代表性电视剧容量

以商营体制尧 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和季播制为

特色的美国电视产业结构袁 对美国电视文化的生态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袁 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电视节目

内容及风格的高度娱乐化袁 以及电视文化价值上的

保守性遥 如美国学者菲利普窑格林渊Philip Green冤所
指出的袁野对于美国的电视文化来说袁 最为至关重要

的影响因素始终是电视行业的经济结构袁 即谁拥有

和控制电视网噎噎在这种结构的影响下袁 电视文化

必须要与现存的社会秩序相兼容袁 并为后者的维系

和发展发挥作用遥 冶[9]在现有的产业文化的影响下袁
美国的电视观众对说教性的内容已形成条件反射式

的抵触袁 对社会现有的主流价值构成系统性挑战的

内容也几乎不会出现遥当然袁节目内容的娱乐化并不

必然导致低俗化袁 文化价值上的保守性也并不必然

意味着节目中毫无批评性的内容遥由于一切都以野获
取利润冶为终极目标袁那么凡是与此终极目标相抵触

的文化形式几无生存空间袁因为任何与野主流冶或野正
常冶相背离的内容袁都不可能在市场上获得成功遥

强大而深厚的产业结构确保电视成为美国社会

主流文化最为稳定的承载物和维护者遥 通过向观众

提供制作精良渊因成本高昂冤尧娱乐性强尧价值中庸的

产品渊节目冤袁美国电视文化的面貌始终呈现为一种

野精致的通俗冶和野世故的纯真冶遥 这使得美国电视文

化在拥有牢固的社会影响力的同时袁 亦始终受到社

会文化精英的批评遥 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任联邦通讯委员会渊FCC冤主席的牛顿窑
迈诺渊Newton Minow冤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不无耸人

听闻地将美国电视文化称为 野一片广袤的荒原冶渊a
vast wasteland冤遥 此外袁迈诺还严厉批评浅薄的综艺

节目尧轻佻的喜剧尧暴力和色情内容以及无穷无尽的

商业广告充斥着荧屏袁并指出野电视与电视业的人应

当对美国公众负责袁充分尊重未成年人的需求袁履行

社会责任尧促进教育和文化的发展袁并须在节目制作

和广告经营过程中保持庄重和文雅遥 冶[10]经过 60-70
年代的多次规制制度的调整袁 美国电视文化在过度

娱乐化问题上已有相当程度的改进袁 但其保守的价

值倾向却始终如一袁 稳固地维护着市场资本主义制

度下的社会文化秩序遥

三尧中国的电视产业与文化

中国与美国拥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尧 发展路径和

国情袁 因而也形成了与美国不尽相同的电视产业文

化遥中国电视产业化的历程开始于改革开放之后遥在
1979 年之前袁 中国的电视台不能进行商业经营袁运
作经费全部来自财政拨款遥 从 1979 年 1 月起袁电视

剧名 类型 首播机构 首播年份 总容量

一家大小渊All in the Family冤 喜剧 CBS 1971-1979 9 季 210 集

豪门恩怨渊Dallas冤 戏剧 CBS 1978-1991 14 季 357 集

欢乐酒店渊Cheers冤 喜剧 NBC 1982-1993 11 季 270 集

洛城法网渊L.A. Law冤 戏剧 NBC 1986-1994 8 季 171 集

法律与秩序渊Law & Order冤 戏剧 NBC 1990-2010 20 季 456 集

X 档案渊The X-Files冤 戏剧 Fox 1993-2002 9 季 202 集

老友记渊Friends冤 喜剧 NBC 1994-2004 10 季 236 集

人人都爱雷蒙德
渊Everybody loves Raymond冤 喜剧 CBS 1996-2005 9 季 210 集

白宫风云渊The West Wing冤 戏剧 NBC 1999-2006 7 季 156 集

反恐精英渊24冤 戏剧 Fox 2001-2014 9 季 205 集

绝望的主妇渊Desperate Housewives冤 喜剧 ABC 2004-2012 8 季 180 集

广告狂人渊Mad Men冤 戏剧 AMC 2007-2015 7 季 92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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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开始试水广告经营袁 在上海电视台成功通过商业

广告获得了丰厚的资金并有效弥补了财政拨款的不

足后袁中宣部于 11 月 8 日下发叶关于报刊尧广播尧电
视台刊登和播放外国商品广告的通知曳袁 明确提出

野广告宣传要着重介绍四化建设中可借鉴参考的生

产资料袁消费品除烟酒外也可以刊登或播放冶曰并要求

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袁 更好地开展外商广告业

务冶袁正式明确了新闻媒体刊登广告的合法性遥 此后袁
电视广告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有力

地塑造着流行文化和群体意识的形态袁直至今日[11]遥
在中国现行政治逻辑下袁 电视台作为党的喉舌

之地位是不能动摇的袁 故中国电视产业化的发展始

终处于国家的有效控制之下遥在 1992 年邓小平南巡

并掀起新一轮经济建设热潮之后袁 国家对于媒体的

管理方式开始逐渐由严格的行政控制过渡到既有行

政框架下的经济制约为主尧行政管理为辅的手段遥媒
体的广告经营活动在 1992 年之后受到国家的鼓励

和支持袁 而对于那些因经营不善而难以为继的媒体

机构袁 国家则会通过提供行政资源或直接注资等方

式维系其生存遥媒体从业者的收入在 90 年代中期达

到比较高的水平袁成为一个受人羡慕的热门行业袁一
些拥有较为独特的垄断性资源的媒体机构则借其在

行政体系中的地位聚敛大量财富遥 这一状况使得媒

体机构与国家之前的关系中多了一层野共同利益冶的
色彩袁同时也在极大程度上确保了 80 年代某些思想

混乱且缺少市场价值的节目完全失去了生存的土

壤遥 从 1993 年开始袁电视业的广告收入即已在数量

上超过了财政拨款[12]曰而到了 2000 年前后袁野政府拨

款在数量上已无法与产业性收入相比袁 几乎成为纯

粹的政治符号冶[13]遥 至 1997 年年底袁中央电视台年收

入已达到 45 亿元袁总资产达 52 亿元袁而 1990 年全

台年收入仅为 1 亿元左右[14]遥 在广告的强力催动下袁
电视业的产业成色在 90 年代中后期已经成为不争

的事实遥至 90 年代末期大型综合性广电集团和电视

行业上市公司的纷纷出现袁 中国电视开始进入深度

产业化发展的阶段遥
中国电视产业的发展袁 始终带有鲜明的行政化

色彩袁并依附于行政体系之上遥对当下中国电视产业

格局产生最为深远影响的莫过于从 1983 年开始推

行的野四级办电视冶政策遥 所谓野四级冶袁分别为中央尧
省渊自治区和直辖市冤尧市渊地尧州尧盟冤和县渊旗冤遥 在

1983 年以前袁尽管没有明确规定只有前两级可以开

办电视台袁 但实际上电视业的格局基本只覆盖了中

央和省两级遥 市级电视台固然也有袁但数量较少渊仅

24 座冤袁且影响力微弱遥 但到了 1982 年前后袁这一格

局显然已无法满足全国范围内庞大观众群体的接受

需求袁供需矛盾明显遥 同时袁经历过初创期野惨痛冶经
历的决策者深知电视台的建设和日常运营需要巨大

且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袁 这对于正处在经济改革初

期的薄弱的中央财政来说袁无疑是野不能承受之重冶遥
因此袁在这样特殊的经济条件下袁若想促进全国电视

业的进一步发展袁唯有向市尧县两级开放电视台的开

办权一条路可选遥在中央看来袁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充

分调动地方资金充实全国电视业的发展袁不但可以对

处于收视饥渴状态的观众做出回应袁而且能够更有力

地将中央的声音层层下达至基层袁实乃一举两得遥 因

此袁野四级办电视冶本身野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冶[15]遥 野四
级办电视冶政策出台后袁市和县两级政府做出了热情

而积极的响应袁 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全国电视台数量

的激增院1982 年年底全国只有 47 座电视台袁至 1989
年年底则已飙升至 469 座袁增长了 9 倍[16]遥

目前来看袁野四级办电视冶 对于中国电视产业的

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遥
一是电视播出市场竞争主体数量多遥地方政府将

电视视为获取商业利益和税收的重要途径袁纷纷开办

电视台袁 使全国电视台的数量在 1997 年时竟达到峰

值的 923 座袁后经治理整顿才降至 350 余座[17]遥 经 90
年代末的野上星潮冶后袁覆盖全国的电视频道多达近

60 个渊而美国迄今只有 5 个全国性的电视网冤遥 长期

以来中国电视的播出市场仍始终处于供过于求的状

态袁除中央电视台因独特的政治地位而独具优势外袁
其他卫视频道之间的竞争始终十分激烈袁 且彼此之

间的力量存在此消彼长的状况袁 这与美国高度稳定

寡头垄断市场结构有显著的不同遥
二是电视节目市场长期处于卖方市场状态遥 由

于播出方众多且竞争激烈袁 故优质节目成为相对稀

缺的资源遥 拥有全国市场的卫视频道不断争夺优质

的节目资源以应对包括央视和其他卫视频道在内的

各播出平台的竞争遥正是在这一竞争态势之下袁按照

市场规律配置资源的真正意义上的电视节目市场开

始形成遥 一些制作力量较强的电视台如湖南卫视和

东方卫视等袁 通过强化自制节目的力度以确保其节

目内容的独占性和排他性曰 而更多的卫视台则只能

通过竞价购买的方式获得优质的节目袁 尤其是最具

收视保障的电视剧遥自此袁中国的电视节目生产呈现

出了一种复杂而微妙的状态院一方面袁节目的数量和

专业节目生产机构的数量均持续增多袁 否则难以满

足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电视台的日常播出需求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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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绝大多数是低质量的节目和雷同的节目曰另一

方面袁具有良好市场潜力和文化效益的优质节目却

又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卖方市场袁各省级卫视不得不

付出极大的努力来争取好的节目袁这也带来了困扰

中国电视业多年的野一剧多星冶问题遥 为避免恶性竞

争袁 国家不得不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加以介

入要要要2004 年袁广电总局正式确定了卫视台进行电

视剧首播的野4+X冶政策袁即一部电视剧可以至多在

四家省级卫视与若干家地面电视台同时进行首轮播

出袁购剧所需资金也可由上述 4+X 个电视台共同负

担曰从 2015 年 1 月 1 日开始袁新的野一剧两星冶政策

则开始正式实施袁即同一部电视剧的首播权最多只

能由两家省级卫视共同购买袁此举使得省级卫视购

剧成本增加了一倍袁同时亦刺激了各电视台自制剧尧
定制剧和独播剧战略的发展遥

由野四级办电视冶催生的播出和节目产业领域的

独特结构袁对中国电视文化的气质亦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遥 在面向全国播出的众多电视频道中袁形成了

以中央电视台诸频道为代表的宣教文化和以地方卫

视为代表的娱乐文化的混杂局面袁两者分别面向拥

有不同接受需求的人群遥 国家的广电行业规制部

门要要要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袁则是这两种文化气质的

调和者袁竭力确保野寓教于乐冶的电视文化风格遥 此

外袁由于播出领域竞争主体过多且竞争十分激烈袁在
美国行之有效的季播制显然不适合中国电视产业的

现状袁故在进行过若干次并不成功的尝试后袁归于失

败渊值得一提的是袁近年来以野季冶为播出单位的若干

综艺节目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季播节目冤遥 观众对于

大多数电视节目的接受在极大程度上始终是一种一

次性消费遥 而那些拥有强大观众基础的电视剧袁则
往往是以重播渊出售多轮播出权冤而非续订续播的方

式来进一步赢取利润袁这就使得绝大部分电视剧难

以获得持续性的影响力遥
与美国观众与自己喜爱的节目 野共同成长冶不

同袁在中国袁人们对于极少数野好冶的节目的接受是一

种近似于文学或艺术鉴赏式的行为袁即通过反复重

读同一文本袁而非长期尧持续性的消费式体验来挖掘

其价值遥 也就是说袁人们对于电视节目作出的文化

或美学上的评价袁或多或少仍带有传统文艺而非媒

介文艺的烙印袁一些因多次重播而被视为野经久不

衰冶的节目袁往往被认为更接近文学袁从而超出了电

视媒介的限制遥 例如袁媒体报道显示袁截至 2012 年

前后袁1987 年版电视剧叶红楼梦曳和 1986 年版电视

剧叶西游记曳在中国的电视荧屏上分别重播了超过

1000 次与超过 2000 次 [18]袁而这两部剧因高度尊重

文学原著而拥有极高的声誉遥对经典文学作品的改编

始终是中国电视剧生产领域的一项根基深厚的传统遥
对这些剧的重播袁则成为全国为数众多的电视台填补

日常播出时段的主要方式遥 中国的观众普遍认为袁是
否具有被多次反复重播的潜质袁是衡量一部电视剧是

不是野好剧冶的重要标准袁因为野好剧冶应该具有野历久

弥新尧在各种播出环境中都经得起考验冶的品质[19]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 在美国高度稳定的寡头垄断格

局下难以出现的另类节目或另类电视文化袁 在中国

却一直存在着一定的生存空间袁 这当然是由播出平

台过多及其对节目的日常需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带

来的结果遥美国的电视节目类型早已高度固化袁对新

的类型的尝试因风险成本过高而难以被各大播出寡

头所接受遥但在中国袁直至近年来仍有对于西方节目

类型的大规模引进及本土化改造的诸多案例遥 这些

尝试有些获得了成功袁有些归于失败遥但在一个竞争

主体众多袁且电视台均为国有国营体制之下袁成功可

以引发众多追随者和模仿者袁 失败却并不会给播出

方带来打击性的损失遥与美国相比袁中国的电视文化

场域显得更具活力遥 即使全国性的卫视频道已不可

避免在日趋白热化的竞争中逐渐形成类似于寡头垄

断的市场结构并进而带来了文化同质化的问题袁但
数量庞大的地面电视频道仍然不断生产和播出着形

态各异且拥有浓厚本地文化色彩的节目遥

四尧比较与讨论

在上文中袁 我们从对中美两国电视产业的基本

结构的分析出发袁 对两国电视文化的经济成因做出

了归因性的解释遥 一种文化形态或风格的形成当然

并不仅仅是产业作用的结果袁 但产业结构无疑是对

文化产生影响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遥 由于中美两国的

电视业均拥有高度产业化的色彩袁 故中美两国的电

视文化也首要地是一种产业文化袁 即由特定的产业

结构催生的文化遥
经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袁 中美两国电视文化的差

异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遥
首先是观众对节目的消费方式不同遥 在美国的

产业体系下袁电视文化消费是一种持续性的尧沉浸式

的消费袁它通过提供数量不多但制作精良尧播出周期

长尧内容机制灵活的节目袁对观众进行长期尧持续的

培养式的文化供给袁 这种消费方式极有助于一种高

度稳定的文化价值观的形成遥而在中国袁电视文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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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仍首要是一种一次性的尧震惊式的消费袁节目数量

众多尧品质参差不齐尧播出周期短且绝大多数节目仅

会进行一次性的播出遥在这种情况下袁电视文化成为

一种虽不稳定尧但更具活力的文化形式袁以更为积极

主动的方式参与社会文化的总体变迁遥
其次是对于文化价值的评价标准不同遥 在根深

蒂固的商营传统下袁 美国电视文化场域的首要评价

标准仍是一种野商业-美学冶体系袁即市场会根据节

目的商业表现渊体现为收视率和广告收入冤和美学表

现渊体现为受众的反馈冤来对资源进行配置袁对内容

进行优胜劣汰遥 严肃文艺的评判标准并非在美国毫

无市场袁 但它主要作为文化精英群体的一种话语存

在袁 对产业结构影响下的主流电视文化影响力微乎

其微袁 评论界对一档节目进行持续关注和评论的前

提是该节目的持续播出即持续盈利的能力袁 文化标

准服膺于商业标准遥 而在中国袁由于季播制的缺位袁
节目内容及其市场反响之间并不具备完整的互动机

制袁任何一档节目在完成播出之前袁均无法准确对其

传播效果进行评估遥在这种情况下袁传统的精英美学

标准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袁 在文化领域占据

强势地位的袁 未必是收视表现或商业收益最佳的节

目袁而往往是更加符合严肃美学标准的节目袁近两年

播出的电视剧叶北平无战事曳和叶红高粱曳等袁就是很

好的例子遥
最后是调节方式的不同遥 由于拥有极为稳定而

自洽的产业结构袁 美国的电视文化拥有较为完善的

自我调节机制袁带有另类或偏差性色彩的节目袁哪怕

是不那么符合主流观众接受习惯的节目袁 会自然而

然地在市场机制中被淘汰遥而在中国袁由于电视产业

结构是高度依附于行政管理结构和国家意志的袁故
行政力量成为文化调节机制的主要手段遥在野四级办

电视冶政策的作用下袁中国或许拥有全世界范围内最

为庞大的电视行业和最为复杂的电视行业生态袁在
这种情况下袁中央及地方的电视规制部门渊以广播电

视局/厅为主冤往往在中国电视文化形态的塑造过程

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袁其不断通过各类行政律令的

制定和下达来确保电视文化的发展方向与电视媒介

作为党的喉舌的属性定位保持一致遥
不过袁 尽管中美两国电视产业结构及电视文化

生态均有显著差异袁 但两国电视文化之于社会文化

的总体发展目标所发挥的作用袁却是较为一致的袁那
就是作为主流文化价值观的稳定维系者遥相比之下袁
美国电视业的确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电视文化的自

我适应和自我调节袁 而中国却不得不因 野四级办电

视冶 政策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而不断以行政干预的

方式对电视文化中的偏差性因素加以规制遥 在这一

点上袁破除平均主义尧鼓励一流的全国性播出平台做

大做强袁以早日实现全国播出市场的稳定产业结构袁
将是中国电视产业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袁 因为这条

道路已被证实为最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效率遥 尽管

在国有体制下袁 行政力量不可能完全从电视产业和

文化的规制和管理中撤出袁 但逐渐弱化行政干预的

色彩袁却会更加有助于电视文化气质的稳定袁从而也

会有利于总体社会文化的稳定遥
另外袁 为数众多且难以完全控制的地面电视台

和电视频道一方面既是管理者眼中的一个尾大不掉

的问题袁 但同时却也是中国各地的地方文化得以持

续生存和繁荣的一个重要平台遥 在美国的寡头垄断

体制下袁 绝大多数地方电视台都被纳入全国性播出

网之内袁 地方电视文化所受的侵蚀和挤压已达到相

当严峻的程度[20]遥 但在中国独特的层级化的电视产

业格局下袁 全国性频道并不能对散落于全国各地的

地面频道进行兼并或吞噬遥 相反袁为维系日常播出袁
地面电视频道反而要竭尽全力制作本地节目袁 这使

得地方文化始终得以将电视媒介作为自身延续和发

展的平台遥其中袁东北尧上海尧广东尧四川尧重庆等地甚

至形成了可以向全国推广的本土节目类型遥 这是中

国电视文化相较于美国极为特殊的一点袁 也是中国

电视文化生命力和活力的重要体现遥
总体而言袁一种健康的电视文化形态的形成袁有

赖于一种健康的产业结构的形成遥在这一点上袁美国

高度成熟的商营体制尧 稳定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和

以季播制为特色的内容生产机制袁 以及这种产业结

构形成的自我调节能力极强的电视文化形态袁 为中

国高度行政化的电视产业结构提供了有价值的镜

鉴遥 但中国的电视产业和电视文化是在中国现代社

会发展的历史中形成的袁 具有本土意义上的逻辑自

洽性袁 因此任何将美国体制贸然移植到中国来并视

其为解决中国电视产业与文化现存问题的野良药冶的
主张都是不科学袁也不现实的遥如何在保持中国电视

业产业文化既有优势的前提下袁 有节制地借鉴和吸

纳西方国家的经验袁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袁这
有赖于后续研究的持续展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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