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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19年中国电视剧市场监测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章。首先介

绍了电视剧行业的概念，接着分析了中国电视剧行业发展环境，然后对中国电视剧行业市场

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电视剧行业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

国电视剧行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我国是电视剧产量大国，自2000年中国电视剧年产量突破10000集开始，平均每年以近千集

的速度持续增长，2012年更是创下历史新高，达到17000集。2013年电视剧年产量15000集，较

上年减少了2000集，呈理性回落趋势。 

    虽然2013年电视剧产量理性回落，但电视剧供大于求的局面依然严重。据统计2013年卫视黄

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为616部，其中首播的新剧为266部，占播出总量的43%。可以看出，新剧

的播出比例不到一半，这势必会给电视剧生产企业带来一定的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266部首播新剧中，独家首播的有174部，占65%。现行制度规定，一

部电视剧同播的电视台不得超过4家，但在总局没有做出任何规定 的情况下，市场已经开始

自发、自觉、自愿地做到了65%的独播，是一个非常好的播出态势。  &ldquo;一剧一

星&rdquo;是最理想的播出模式，既可以减少资源浪费，也可以为中国电视剧提供更多的出口

。 

    另外，网络播放平台的力量也越来越被认可。网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以前业内对网

络平台的发展前景估计不足，但现在网络播出平台也比以往更趋于理性，如果发展得好，将

来对中国电视剧提供巨大的新的播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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