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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  免费售后服务一年，具体内容及订购流程欢迎咨询客服人员 章 中国电视台发展背景分析1.1
电视台定义及产业链分析1.1.1 定义1.1.2 产业链1.2 电视台运营外部环境分析1.2.1 电视台运营政策环境（1
）行业相关政策汇总（2）“制播分离”的影响（3）“限娱令”、“限广令”的影响1.2.2
电视台运营经济环境（1）经济与电视广告关联性（2）城市化进程的影响1.2.3
电视台运营社会环境（1）人口结构特征分析（2）居民文化消费情况（3）电视观众收视特征1.2.4 电视台
运营技术环境（1）网络技术发展的影响（2）通讯技术发展的影响（3）数字技术发展的影响（4）“三
网融合”发展及影响1.3 中外电视产业经营特征比较1.3.1 国外电视产业经营特征（1）市场竞争与垄断经
营（2）多元整合与规模经营（3）跨国发展与全球经营（4）法制管理与自由经营1.3.2 中国电视产业经营
特征（1）双重属性与有限经营（2）广告为主与多元经营（3）产业整合与本土经营（4）法律不完善无
序经营第二章 中国电视台运营产业环境分析2.1 广告行业运营情况分析2.1.1
广告行业市场规模分析1）广告业各细分广告收入规模变化情况2.1.2
广告行业不同媒体格局（2）广告花费月度变化情况2.1.3
广告行业投放格局分析（1）广告投放行业分析（2）广告投放企业分析（3）广告投放品牌分析2.1.4 广告
行业发展趋势分析（1）广告与营销一体化（2）集团化与化发展（3）本土与国际接轨（4）媒体投放效
果可测性要求提高（5）广告行业越来越重视资本运作（6）数字化技术成为影响广告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7）广告行业的竞争趋向两极化（8）投资并购是未来的发展趋势2.1.5 广告行业发展前景分析2.2
电视剧行业运营情况分析2.2.1 电视剧制作能力分析2.2.2
电视剧进口情况分析（1）进口剧播放情况（2）进口剧题材类型2.2.3 电视剧制作行业格局2.2.4
电视剧行业主要问题（1）行业资本泡沫多（2）电视剧出口不力2.2.5 电视剧行业发展趋势（1）“一剧两
星”政策实施，电视剧产量下降，制作成本提高（2）电视剧播出份额受综艺节目影响有限（3）“独播
化”推升优质电视剧需求（4）优质电视剧价格上涨趋势仍将持续（5）优质剧与普通剧价格差距持续扩
大（6）国内定制剧将占据主流市场2.3 电影产业运营情况分析2.3.1 电影生产能力分析2.3.2
电影进口情况分析2.3.3 电影产业经营情况2.3.4
电影产业竞争格局（1）制片机构市场份额（2）发行机构市场份额2.3.5 电影产业发展趋势（1）我国电影



市场未来仍将保持快速发展（2）巨幕投资成为影院建设重要影响因素（3）电影相关产业与衍生品起步
发展（4）新媒体发展，开拓电影市场新渠道2.4 在线视频行业发展分析2.4.1 在线视频行业发展现状2.4.2
在线视频行业收入构成2.4.3 在线视频广告市场规模2.4.4 在线视频行业发展趋势（1）移动端商业化深入
（2）自制内容营销价值逐渐上升（3）互联网电视大势所趋（4）大电影成为发展趋势（5）视频广告产
品化（6）行业投资并购趋势加强2.5 其他传统媒体发展情况分析2.5.1 期刊行业发展情况分析（1）期刊行
业发展现状分析（2）期刊广告市场发展分析（3）数字期刊发展现状分析（4）期刊行业发展趋势分析2.5
.2 报纸行业发展情况分析（1）报纸行业发展现状分析（2）报纸广告市场发展分析（3）数字报纸发展现
状分析（4）报纸广告发展趋势分析2.5.3 广播行业发展情况分析（1）广播行业发展现状分析（2）广播广
告市场发展分析（3）广播广告发展趋势分析第三章 中国电视台运营情况分析3.1
电视台发展现状分析3.1.1 电视台发展历程回顾（1）创始阶段：（1958年——上个世纪70年代末）（2）
发展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3）市场竞争阶段：（上个世纪90年代）（4）整合与数字化阶段（21
世纪初至今）3.1.2 电视台数量变化趋势3.1.3 电视频道数量变化趋势3.2 电视产业发展基础3.2.1
电视转播发射台数量3.2.2 有线电视用户数量3.2.3 数字电视用户数量3.2.4 数字付费电视用户数量3.2.5
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3.3 电视节目制播情况分析3.3.1
电视节目制作情况分析（1）电视节目套数（2）电视节目制作时间3.3.2 电视节目播出情况分析3.3.3
电视节目覆盖率分析3.4 电视台收视情况分析3.4.1 电视收视量变化情况3.4.2 电视收视量的观众特征（1）
全国电视观众规模达12.78亿（2）电视观众性别结构维持稳定，与人口性别构成差别不大（3）中青年观
众比例较大，观众凸显年轻化特征（4）中低学历观众是主体受众群体，高学历观众占比少（5）无业群
体占据观众比例较大，高层人士所占比例较小（6）中高收入观众所占比例较大，电视观众收入水平的区
域差异明显3.4.3 电视收视量的观众行为（1）全国七大行政区中，有六个地区2012年观众人均每日收视时
间高于2011年（2）女性观众人均收视时间多于男性观众（3）老年观众收视稳中有升，中青年观众收视
衰减（4）中等学历观众收视时间较长，所有教育程度观众人均收视时间均比2011年上升3.4.4 电视收视量
的全年走势（1）全年收视走势高峰迭起，收视水平回升（2）北方地区各时期收视普遍偏高，冬、春季
优势为明显（3）女性观众全年收视表现略优于男性观众（4）中老年观众时期收视规律相对稳定，青少
年群体时期收视特征明显（5）中等文化程度观众拥有全年收视优势，小学文化程度观众拥有时期收视高
潮3.4.5 电视收视量的全天走势（1）全天收视规律基本稳定，黄金资源略有萎缩（2）观众全天收视走势
呈现出区域性差异特征（3）女性观众多数时段收视高于男性观众，男性观众清晨和深夜收视略高于女性
观众（4）生活习惯、工作安排影响不同年龄观众每日收视走势（5）不同文化程度观众每日收视走势呈
现差异（6）白天收视率明显高于工作日3.5 电视台创收情况分析3.5.1 电视台创收规模分析3.5.2 电视广告
市场发展分析（1）电视广告花费和时长分析（2）电视广告投放额变化（3）电视广告投放行业分布（4
）电视广告发展前景预测第四章 中国电视台竞争格局分析4.1 电视台五力竞争模型分析4.1.1
上游供应商议价能力4.1.2 下游客户议价能力4.1.3 行业潜在进入者威胁4.1.4 行业替代品与服务威胁4.1.5
行业内部竞争格局4.2 各级频道收视格局分析4.2.1 各级频道总体收视格局4.2.2 各级频道时段收视表现4.2.3
各级频道竞争力分析4.2.4 各级频道在不同观众群体中的竞争表现（1）在不同性别观众中的市场份额（2
）在不同年龄观众中的市场份额（3）在不同学历观众中的市场份额（4）在不同职业观众中的市场份额
（5）在不同收入观众中的市场份额4.3 各级频道收入格局分析4.3.1 电视广告投放频道格局4.3.2
电视广告投放排名情况（1）广告投放额排名的省级卫视频道（2）广告投放额排名的省会城市电视台4.3.
3 各级频道广告收入情况4.3.4 各级频道广告投放行业与品牌（1）中央电视台广告投放行业与品牌（2）
省级卫视广告投放行业与品牌第五章 中国电视台各类节目运营情况分析5.1 电视节目市场格局分析5.1.1
全国市场各类节目的收视份额5.1.2
各级频道主要节目类型收视表现（1）中央台和省卫视频道（2）省级地面频道和城市台频道5.1.3 不同观
众群体对不同节目类型收视表现（1）不同性别和年龄观众对各类节目的收视比重（2）不同受教育程度
和收入观众对各类节目的收视比重（3）不同职业观众对各类节目的收视比重5.2
电视剧运营情况分析5.2.1 电视剧的创作与播出（1）六成电视剧属原创，改编型作品居辅助地位（2）类
型化创作趋势出现，小众题材更容易出名编（3）主创团队在收视市场的表现5.2.2 电视剧的发行与播出（
1）共审批发行电视剧429部、15983集（2）制作机构羸弱分散，“1部剧”公司占近八成5.2.3 电视剧的播
出与收视（1）首播新剧约350部，35%在卫视播出（2）播收份额齐跌，但仍为电视市场支柱（3）热播与
热视题材高度集中（4）卫视和地面频道电视剧收视题材选择出现差异化（5）电视剧收视时长（6）首播
剧占卫视首播剧的55%5.2.4 各级频道电视剧竞争格局（1）卫视收视份额上升，地面持续萎缩（2）不足1/
4的卫视电视剧收视率破1%（3）首播成为竞争利器，多家首播胜在联合5.2.5
引进剧播出与收视情况分析5.3 综艺娱乐节目运营情况分析5.3.1 综艺娱乐节目整体收视情况（1）综艺节



目收视分钟数基本保持稳定，较2014年有所下降（2）综艺市场竞争激烈，周四收视量有所增加（3）综
艺节目白天时段收视有所上升5.3.2 综艺娱乐节目收视竞争格局（1）各级频道综艺节目收视格局基本稳定
，省级频道份额有所上升（2）各级频道综艺节目收播比重基本稳定，省级非上星频道资源使用效率上升
明显（3）强势频道综艺节目形成差异化的受众定位，区隔竞争5.3.3 各级频道综艺娱乐节目发展动向（1
）中央台：尝试“现象级”节目（2）省级上星频道：真人秀类型节目充斥银屏，类型更加多元化5.3.4 综
艺娱乐节目总体发展特点分析（1）“大投资”VS“大回报”（2）“合作研发”成为新的版权合作模式
（3）自制综艺激荡互联网5.4 新闻节目运营情况分析5.4.1 新闻节目整体收播情况（1）观众电视收视时长
略有反弹，新闻节目收视表现稳定（2）新闻节目收视主要集中在18：00-20：00时段，全天有两个明显收
视高峰（3）全年新闻节目收视走势主要受重大新闻事件影响（4）每周前三天新闻节目收视时间相对长
（5）综合新闻仍占据收播主体，新闻评述类节目收视比重进一步提升5.4.2 新闻节目收视市场竞争格局（
1）中央级频道收视份额居首，市级频道播出量占优（2）中央级频道的新闻评述类节目较受欢迎5.4.3
新闻节目观众特征5.4.4 各级频道新闻节目收播情况（1）中央级频道新闻节目收播概况（2）省级上星频
道新闻节目收播概况（3）地面频道新闻节目收播概况5.5 体育节目运营情况分析5.5.1 体育节目整体播出
与收视情况（1）体育节目人均收视时间较2014年增长明显，但相比于其他体育大年仍有差距（2）全年
各月体育节目播出量、收视量受大型赛事影响明显（3）体育节目播出及收视比重较2014年有所提升5.5.2 
体育节目收视市场竞争概况（1）中央级频道播出和收视比重上升（2）省级上星频道加入体育节目转播
（3）省级地面频道竞争力减弱5.5.3 体育节目观众特征5.5.4 中央五套体育节目收视情况（1）中央台五套
的整体收视概况（2）重点赛事收视表现（3）主要运动项目播出与收视情况5.6
晚间新节目运营情况分析5.6.1 晚间新节目播出情况（1）电视节目创新步伐趋稳，常态新节目占新节目总
量的27%（2）新节目推出相对集中于年初、年中和年尾（3）省级频道在节目创新数量上占据主体，城
市台非常态新节目创新量大（4）综艺、专题和生活服务是节目创新的热点领域，各级频道创新点各有侧
重（5）常态新节目进一步向后黄金时段集中，逾一半节目的时长在30分钟左右5.6.2 上星频道常态新节目
收视情况（1）上星频道新节目收视冲高能力有限，平均收视率达到0.5%及以上的节目仅占17%（2）季
播真人秀拉动收视，题材呈现多样化趋势5.6.3 节目创新总体特点分析（1）真人秀创新类型更趋多样化，
户外、喜剧及益智类平均创新水平高（2）节目参与主体多元混搭，对人物关系挖掘向纵深发展（3）青
少节目细分市场条件渐趋成熟，节目创新视阈更加丰富（4）模式引进变身联合制作，“轻题材”模式更
为盛行（5）地面频道节目创新更趋务实，将娱乐手法与服务宗旨巧妙结合第六章
中国重点地区电视媒体发展状况6.1 北京市电视媒体发展情况6.1.1 北京市电视媒体发展基础6.1.2
北京市电视媒体发展现状6.1.3 北京市电视媒体创收情况6.1.4 北京市电视频道收视格局（1）各类频道的
市场占有率（2）各类频道在不同观众中的份额（3）各类频道在不同时段的市场占有率（4）收视份额位
于位的频道排名6.1.5
北京市电视节目收视情况（1）各类节目播出与收视份额（2）各类节目收视排名情况6.2
上海市电视媒体发展情况6.2.1 上海市电视媒体发展基础6.2.2 上海市电视媒体发展现状6.2.3
上海市电视媒体创收情况6.2.4 上海市电视频道收视格局（1）各类频道的市场占有率（2）各类频道在不
同观众中的份额（3）各类频道在不同时段的市场占有率（4）收视份额位于位的频道排名6.2.5
上海市电视节目收视情况（1）各类节目播出与收视份额（2）各类节目收视排名情况6.3
广东省电视媒体发展情况6.3.1 广东省电视媒体发展基础6.3.2 广东省电视媒体发展现状6.3.3
广东省电视媒体创收情况6.3.4 广东省电视频道收视格局（1）各类频道的市场占有率（2）各类频道在不
同观众中的份额（3）各类频道在不同时段的市场占有率（4）收视份额位于位的频道排名6.3.5
广东省电视节目收视情况（1）各类节目播出与收视份额（2）各类节目收视排名情况6.4
湖南省电视媒体发展情况6.4.1 湖南省电视媒体发展基础6.4.2 湖南省电视媒体发展现状6.4.3
湖南省电视媒体创收情况6.4.4 湖南省电视频道收视格局（1）各类频道的市场占有率（2）各类频道在不
同观众中的份额（3）各类频道在不同时段的市场占有率（4）收视份额位于位的频道排名6.4.5
湖南省电视节目收视情况（1）各类节目播出与收视份额（2）各类节目收视排名情况6.5
江苏省电视媒体发展情况6.5.1 江苏省电视媒体发展基础6.5.2 江苏省电视媒体发展现状6.5.3
江苏省电视媒体创收情况6.5.4 江苏省电视频道收视格局（1）各类频道的市场占有率（2）各类频道在不
同观众中的份额（3）各类频道在不同时段的市场占有率（4）收视份额位于位的频道排名6.5.5
江苏省电视节目收视情况（1）各类节目播出与收视份额（2）各类节目收视排名情况6.6
浙江省电视媒体发展情况6.6.1 浙江省电视媒体发展基础6.6.2 浙江省电视媒体发展现状6.6.3
浙江省电视媒体创收情况6.6.4 浙江省电视频道收视格局（1）各类频道的市场占有率（2）各类频道在不
同观众中的份额（3）各类频道在不同时段的市场占有率（4）收视份额位于位的频道排名6.6.5



浙江省电视节目收视情况（1）各类节目播出与收视份额（2）各类节目收视排名情况6.7
天津市电视媒体发展情况6.7.1 天津市电视媒体发展基础6.7.2 天津市电视媒体发展现状6.7.3
天津市电视媒体创收情况6.7.4 天津市电视频道收视格局（1）各类频道的市场占有率（2）各类频道在不
同观众中的份额（3）各类频道在不同时段的市场占有率（4）收视份额位于位的频道排名6.7.5
天津市电视节目收视情况（1）各类节目播出与收视份额（2）各类节目收视排名情况6.8
重庆市电视媒体发展情况6.8.1 重庆市电视媒体发展基础6.8.2 重庆市电视媒体发展现状6.8.3
重庆市电视媒体创收情况6.8.4 重庆市电视频道收视格局（1）各类频道的市场占有率（2）各类频道在不
同观众中的份额（3）各类频道在不同时段的市场占有率（4）收视份额位于位的频道排名6.8.5
重庆市电视节目收视情况（1）各类节目播出与收视份额（2）各类节目收视排名情况6.9
安徽省电视媒体发展情况6.9.1 安徽省电视媒体发展基础6.9.2 安徽省电视媒体发展现状6.9.3
安徽省电视媒体创收情况6.9.4 安徽省电视频道收视格局（1）各类频道的市场占有率（2）各类频道在不
同观众中的份额（3）各类频道在不同时段的市场占有率（4）收视份额位于位的频道排名6.9.5
安徽省电视节目收视情况（1）各类节目播出与收视份额（2）各类节目收视排名情况6.10
福建省电视媒体发展情况6.10.1 福建省电视媒体发展基础6.10.2 福建省电视媒体发展现状6.10.3
福建省电视媒体创收情况6.10.4 福建省电视频道收视格局（1）各类频道的市场占有率（2）各类频道在不
同观众中的份额（3）各类频道在不同时段的市场占有率（4）收视份额位于位的频道排名6.10.5
福建省电视节目收视情况（1）各类节目播出与收视份额（2）各类节目收视排名情况6.11
辽宁省电视媒体发展情况6.11.1 辽宁省电视媒体发展基础6.11.2 辽宁省电视媒体发展现状6.11.3
辽宁省电视媒体创收情况6.11.4 辽宁省电视频道收视格局（1）各类频道的市场占有率（2）各类频道在不
同观众中的份额（3）各类频道在不同时段的市场占有率（4）收视份额位于位的频道排名6.11.5
辽宁省电视节目收视情况（1）各类节目播出与收视份额（2）各类节目收视排名情况6.12
四川省电视媒体发展情况6.12.1 四川省电视媒体发展基础6.12.2 四川省电视媒体发展现状6.12.3
四川省电视媒体创收情况6.12.4 四川省电视频道收视格局（1）各类频道的市场占有率（2）各类频道在不
同观众中的份额（3）各类频道在不同时段的市场占有率（4）收视份额位于位的频道排名6.12.5
四川省电视节目收视情况（1）各类节目播出与收视份额（2）各类节目收视排名情况6.13
河北省电视媒体发展情况6.13.1 河北省电视媒体发展基础6.13.2 河北省电视媒体发展现状6.13.3
河北省电视媒体创收情况6.13.4 河北省电视频道收视格局（1）各类频道的市场占有率（2）各类频道在不
同观众中的份额（3）各类频道在不同时段的市场占有率（4）收视份额位于位的频道排名6.13.5
河北省电视节目收视情况（1）各类节目播出与收视份额（2）各类节目收视排名情况6.14
河南省电视媒体发展情况6.14.1 河南省电视媒体发展基础6.14.2 河南省电视媒体发展现状6.14.3
河南省电视媒体创收情况6.14.4 河南省电视频道收视格局（1）各类频道的市场占有率（2）各类频道在不
同观众中的份额（3）各类频道在不同时段的市场占有率（4）收视份额位于位的频道排名6.14.5
河南省电视节目收视情况（1）各类节目播出与收视份额（2）各类节目收视排名情况6.15
湖北省电视媒体发展情况6.15.1 湖北省电视媒体发展基础6.15.2 湖北省电视媒体发展现状6.15.3
湖北省电视媒体创收情况6.15.4 湖北省电视频道收视格局（1）各类频道的市场占有率（2）各类频道在不
同观众中的份额（3）各类频道在不同时段的市场占有率（4）收视份额位于位的频道排名6.15.5
湖北省电视节目收视情况（1）各类节目播出与收视份额（2）各类节目收视排名情况6.16
山西省电视媒体发展情况6.16.1 山西省电视媒体发展基础6.16.2 山西省电视媒体发展现状6.16.3
山西省电视媒体创收情况6.16.4 山西省电视频道收视格局（1）各类频道的市场占有率（2）各类频道在不
同观众中的份额（3）各类频道在不同时段的市场占有率（4）收视份额位于位的频道排名6.16.5
山西省电视节目收视情况（1）各类节目播出与收视份额（2）各类节目收视排名情况6.17
吉林省电视媒体发展情况6.17.1 吉林省电视媒体发展基础6.17.2 吉林省电视媒体发展现状6.17.3
吉林省电视媒体创收情况6.17.4 吉林省电视频道收视格局（1）各类频道的市场占有率（2）各类频道在不
同观众中的份额（3）各类频道在不同时段的市场占有率（4）收视份额位于位的频道排名6.17.5
吉林省电视节目收视情况（1）各类节目播出与收视份额（2）各类节目收视排名情况6.18
黑龙江省电视媒体发展情况6.18.1 黑龙江省电视媒体发展基础6.18.2 黑龙江省电视媒体发展现状6.18.3
黑龙江省电视媒体创收情况6.18.4 黑龙江省电视频道收视格局（1）各类频道的市场占有率（2）各类频道
在不同观众中的份额（3）各类频道在不同时段的市场占有率（4）收视份额位于位的频道排名6.18.5
黑龙江省电视节目收视情况（1）各类节目播出与收视份额（2）各类节目收视排名情况6.19
江西省电视媒体发展情况6.19.1 江西省电视媒体发展基础6.19.2 江西省电视媒体发展现状6.19.3
江西省电视媒体创收情况6.19.4 江西省电视频道收视格局（1）各类频道的市场占有率（2）各类频道在不



同观众中的份额（3）各类频道在不同时段的市场占有率（4）收视份额位于位的频道排名6.19.5
江西省电视节目收视情况（1）各类节目播出与收视份额（2）各类节目收视排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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