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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广播电视传输覆盖渠道发展分析

◎吕秉江	
摘要：在我国农村地区，发展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最为关键的基础就是广播电视传输覆盖渠道，良好的覆盖渠道，可以

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我国农村广播电视发展。文章主要分析了农村广播电视传输覆盖渠道的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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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供给

部分主要涉及到两部分，一是信号传输覆

盖渠道服务，二是节目内容服务，而其中

的传输覆盖渠道服务主要包含了信号传输

服务、信号接收服务。农村广播电视传输

覆盖渠道是政府建设以及发展广播电视公

共服务的重要基础，主要是传输节目内容。

从广播电视成立发展至今，农村地区广播

电视公共服务传输覆盖渠道也呈现出飞速

发展趋势，为宣传我党方针，指引社会建

设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一、积极推动地面数字电视发展

从全球各国情况看，很多发达国家一

直在大力推动地面数字广播电视，达到了

从模拟向数字转换的目的。早在 2007 年，

我国就已经推行了地面数字电视广播传输

强制性标准，自此后，我国不断在各大中

城市推行建立地面数字电视频道，最终实

现了对中央电视台、省级电视台、地方电

视台节目的播出，促进了地面数字电视覆

盖服务进程发展。此种方式在效益方面突

显出一定优势，在建设地面数字电视时，

是建立在现有的无线台站，这可以节省大

量的建设资金，同时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提高频率、频道资源的利用，将更多的地

方政府所要传达的内容传播出去，对提高

电视节目质量具有重要作用，获得了政府

和地区农民群众极高的认可。

目前，我国颁布了全国性地面数字电

视广播覆盖网发展规划，但由于不同地方

情况不同，所以各地应当根据对应地区的

情况，调整出属于自己的地面数字电视发

展规划，进一步规范化建设主体，协调好

卫星电视、有线电视以及地面数字电视之

间的关系，不盲目建设，做好统筹规划，

防止出现重复建设的情况，这样可以有效

加快建设速度，有利于扩大数字电视覆盖

范围。此外，需要为农民群众数字信号接

收做好保障，对此，我国应当尽快出台一

些可以扶持的政策，为地面数字电视接收

设备的生产、销售提供支持，也可以积极

开展电视机赠送工作，保证农民可以很好

接收到地面数字电视信号。

二、加强直播卫星覆盖应用

一方面，应当尽快建立健全直播卫星

覆盖应用机制，完善直播平台和业务营运

支撑系统，促使卫星直播运营主体可以更

好的发展，满足农民群众对广播电视公共

服务的需求，一方面还可以为农民群众提

供一些多元化、个性化的有偿服务，提高

广播电视共同服务质量和水平。在此过程

中，可以借助行政、经济等方式，在中央

与地方、直播卫星与有线电视之间构建出

一种平衡的关系，从而保证现阶段的直播

卫星覆盖应用范围可以在农村地区进一步

延伸，使得还没有通上有线电视的农村地

区可以逐步落实这一政策。另一方面，要

积极发展 Ka 频段直播卫星。我国目前的

中星 9 号直播卫星在我国广播电视的持续

发展过程中，会无法持续性满足需求。而

当 Ka 频段或者常规频段处于非常紧张的

情况下，该频段则突显出了非常明显的状

态，主要体现在宽带、交互、双向、回传

的特性，不仅可以传输高清电视节目，同

时还可以较好的满足交互多媒体广播业务

的要求，Ka 频段在发达国家，是大家争

抢的热门资源。

三、有效融合互联网与电信资源

在互联网普及与应用下，可以将其应

用到传输广播电视信号中。互联网的应用

对于一些广播电视网、电信网深度融合的

发达国家而言，已然是广播电视传输服务

中重要的角色。从我国三网融合试点地区

情况看，电信运营商在现有网络资源基础

上，已经开展了IPTV、互联网电视等服务。

在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通宽带行政村数量

已经有了明显增加，对推动农村广播电视

传输覆盖渠道发展提供了很大支持。

而在开展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过程中，

可以运用电信资源。目前，已经有不少地

区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实践。通过统一前

端平台，并构建出频点数字电视节目，得

到一个可以重复使用的节目流，而后通过

电信 SDH 网作用，向地区各县进行分发，

接着，要建立县级平台前端系统，促使本

县数字电视节目可以与上一级节目流复用

得到全新的数字电视节目流，并通过电信

网络资源向各个基站进行传送。最后通过

发射机发射地面数字电视信号。

四、结语

总而言之，传输覆盖渠道可以将其理

解为一种公共产品，在发展农村广播电视

传输覆盖渠道过程中，除了要促进科技的

进步，促进广播电视、互联网、电信的融

合之外，更需要放宽准入机制，拓展渠道

提供主体，丰富渠道服务方式，从而有效

构建出多元化广播电视节目内容，推动农

村广播电视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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