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整治收视率造假的顽疾，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从 2019 年起打出了一套“组
合拳”。

2019 年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节目
收视综合评价大数据系统上线，采用海量
数据采集模式，具有“全网络、全样本、大
数据、云计算”的特点，更适用于当前电视
节目观看方式多渠道、多样化的新趋势。

2020年4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
《广播电视行业统计管理规定》，强调广播
电视主管部门应当依托大数据统计信息系
统，统筹收视收听率（点击率）统计工作，对
数据的采集、发布进行监督。任何机构和
个人不得干扰、破坏广播电视主管部门依
法开展的收视收听率（点击率）统计工作，
不得制造虚假的收视收听率（点击率）。

在汪海林看来，这是整治收视率造假
乱象的积极信号。他认为，解决这类乱象
的关键在于，必须将数据资产国有化。“目
前，电影票房数据终端掌握在国家电影资
金办，即掌握在国家手中，所以我国电影
票房是较为客观透明的。电视收视率数
据交给含有外资的数据公司，多年来数据
被污染，缺乏真实性，如今广电总局推出
大数据系统，也是努力将数据统计权收回
国有。而互联网数据被民营商业机构掌
握，这些机构制造、利用虚假数据进行商
业炒作，破坏市场经济，因此亟须将互联
网数据权利收到政府手中，实现国有化。”

据李学政介绍，除了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的大数据系统外，目前还有一个人民日
报的“人民收视榜”，“两个平台都是采用
大数据，不能人为篡改数据，做不了假，建
议卫视采用”。

多年从事文娱产业研究的北京律师李
亨呼吁，政府部门应当引导社会改变“唯收
视率”的评价方式。“《国务院关于文化产业
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早已强调‘重视市场
机制、市场需求，但不搞唯票房、唯发行量、
唯收视率、唯流量’，但至今一些地方政府机
构对于‘优秀作品’的征召、评奖，收视率仍
然近乎是各种评价因素中唯一可量化的。”

李学政最终还是把希望放在作品上：“只
要你将来准备做影视，就一定会被收视率的
问题困扰。没有收视率肯定没有生命力，但
是要想创造好的收视率，就只能下功夫做品
质，有了好的作品，资本是追着你来的。”

毕竟，《人民的名义》让他看到了打击
收视率造假的希望和出路所在。

据《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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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视率造假调查：
一部剧卖了 个多亿 万元用来买收视率9000

“90%以上的电视剧都存在买收
视率的情况，收视率造假是困扰

影视行业的一颗大毒瘤。”这样的观点，李学
政已经在各种公开场合说了四五年。让他
感到痛心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颗毒瘤
依然没有被剜掉。

作为金盾影视中心主任、《人民的名义》

总监制和总发行人，李学政深知“收视率”对
于一部影视作品而言意味着什么。2017
年，《人民的名义》开播前，他和团队成员也
曾纠结是否要买收视率，但最终放弃了，将
3000万元用于宣传推广。令人欣喜的是，
《人民的名义》收视率表现强势，这也是李学
政对收视率造假的一次宣战。

2021年12月初，在金盾影视中心，李
学政谈起收视率造假问题，皱着眉头陷入良
久的沉默。此前，他曾雄心勃勃地宣称“抵
制假收视率一定要从《人民的名义》开始，我
们有信心抵制住这股恶流”；如今，他感觉自
己在和沉疴做困兽之斗，可若不斗，则可能
看着这个行业陷入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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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视行业，收视率造假似乎是一个秘而不宣
的“潜规则”。2016年，《美人私房菜》被爆因为未购
买收视率而惨遭撤档时，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
召集会员单位开会，数十名制作方代表群情激奋之
余，都表示购买过收视率。

收视率的基本含义是指某时段收看某频道或
节目的观众占市场观众总数的百分比。假定A市
场共有 100 名观众，如果其中 10 人观看了某一部
剧，则A市场该剧的收视率就是10%。

据李学政介绍，收视率造假问题从20世纪90
年代起一直存在，后来在资本的作用下愈发隐蔽和
复杂多样。从逻辑上看，此事并不难理解：电视台
用高收视率获得了更多、费用更高的广告，制作方
能够更快地拿到电视台的回款（一般电视台只会提
前打部分款项给制作方），广告主则可以拿着高收
视率交差。

这种情况至今没有多大改善。李学政参与投
资的一部电视剧今年4月在卫视播出，据他透露，
这部剧一共卖了1个多亿，却花了9000万元买收视
率。“挣的钱全部花在这上面了。”

在李学政看来，与购买收视率的花销相比，更
让人担心的是专业造假机构愈发壮大。越来越多
的影视机构和数据公司加入造假行列，或成为卫视
造假的帮凶，或直接沦为造假的主谋。

“有几家数据公司后来转型做制作了，这些公司
的节目制作水平有限，但其出品的节目无论在哪个
平台播出，不管质量好坏与否，收视率都不低。”李学
政透露，这些公司与有实力的制作公司深度合作，前
者负责幕后操纵数据，后者负责制作，挣了不少钱。

参与过不少网剧创作的编剧郭明（化名）曾对
收视率做过详细研究。他发现，从前隐藏在黑暗
中、专门操作购买收视和污染样本户的第三方机构
近年来更加明目张胆。

“这些第三方机构变身成所谓的‘宣传公司’，
宣称只要把宣传部分外包给他们，就能帮你铺到全
国各地，收视效果会到达多少，且一周内就会有效
果。但真正的宣传团队是不敢打收视保票的，因为
他们很清楚宣传能带来多大的收视效果。”郭明说。

与收视率造假主体增加相对应的是近年来造假
方式并没有多大变化——目前常见的造假方式仍然
有两种：一是污染样本户，二是篡改数据。

李学政举例说，某收视调研机构拥有数万个样
本户，分散在全国各个省份，每个地区分配的样本户
数量只有几百个，他们通过给这些样本户家庭的电
视机上加装类似机顶盒的收视测量仪，回收数据后
进行统计分析。因为样本户数量有限，这就在一定
程度上为造假人员提供了“便利”。

具体怎么“操控”？他告诉记者，造假人员通过
分析该收视调研机构公布的数据，分析出样本户比
较集中的区域，并对这一区域进行重点宣传，通过购
买社区媒体，如信箱、电梯、广告位等方式，影响居民
的收视习惯，从而提高收视率。还有些造假人员在
获得样本户信息后登门拜访，不停地游说，有的直接
给钱，有的则送大米、花生油等日常生活用品。

“样本户成了香饽饽，是大家争抢的对象。样
本户每年的收入不少，有的剧整个成本的20%左右
到了样本户家。”李学政指出。

与收买样本户相比，收视率造假还有一种更高
级的方式——篡改数据。

郭明透露，有的造假公司不惜重金通过黑客等手
段，干扰从样本户家里上传到服务器上的数据，就像
电影偷票房一样，“偷”走收视率。“比如，某样本户收
看的电视台是A卫视，但从其测量仪输出的数据却变
成了B卫视的。这种方式收费也会更贵，如果电视剧
收视排名想进前3，价格就可能高达50万元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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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收视率造假由来已久，虽屡遭揭露，却愈演愈
烈。为什么广告主、电视台和制作方都选择在高收视率的
假象中麻痹生存？

曾经就职于广州市某广告公司的曾剑（化名）告诉记
者，除了那些已成现象级的影视剧外，他们评估投放价值最
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收视率。广告商在和电视台签订合同
前，会根据该台多个时段的收视表现进行综合评估，如果收
视率未达到其预期，就会将电视台直接“踢出局”。有的广
告商还会在广告合同中，标明需要达到的收视率数值，收视
率为1和收视率为2，广告商支付的费用完全不同。

“目前在国内，电视台每年收入的大部分还是依靠广告
收益，而广告商又拿收视率说事。对电视台来说，只有将收
视率提高，广告收益才会随之增加。此外，收视率是电视台
宣传能力的直接反映，社会也通过收视率对电视台进行评
价。这样层层加码，电视台必然要追求高收视率。”郭明说。

而电视台要想获得高收视率，又与其播出的作品息息
相关。由此一来，压力便被传导至制作公司。

郭明透露，一些电视台在和制作公司签订电视剧购买
合同时，会签订一份“对赌协议”。所谓“对赌”，就是片方在
卖剧时，必须向电视台作出收视担保——该剧在播出时必
须达到协议中保证的收视率数值，片方才能从电视台拿到
全部的购片款。否则，根据协议比例扣钱。还有一种方式
是，双方设定一个比较低的收视底线，如果达不到，制作公
司就将血本无归，拿不到一分钱。

实际上，早在2016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文
“全国省级电视台签署《恪守媒体社会责任，反对唯收视率
自律公约》”，强调“自本公约发布之日起，在电视剧购销合
同中不签订以收视率和以收视率排名定价、议价的条款。”

但上述公约并未得到严格执行。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
协会曾提出，各电视台签署了禁止对赌公约后，播出机构迫
于收视率对于广告收入的巨大压力不得不阳奉阴违。

李学政介绍，以前发行方和卫视会签订两版合同，一份是
公开的合同，没有对收视率的要求；另外一份合同则有具体要
求。如今更多采取默认双方的形式，如果达不到收视率数值
要求，播出方就可能拖延付款回账时间，有的甚至还要扣钱。

“收视率数值是无法保证的，这就倒逼制作公司去买收
视率，否则就不能及时结账。一些电视台提前打的部分款
项就是用于买收视率的。比如单集给了80万元，就是让你
拿这80万元去买收视率。”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著名
编剧汪海林说，一些一线电视台多的要花70万元至100万
元一集买收视率，低的也要花30万元至50万元一集，这样
一来基本上把一部电视剧的利润都掠夺走了。

在汪海林看来，这种收视率造假乱象沉重打击了整个
影视行业。特别是2012年以后，大量资本进入，大批新公
司没有创作资源，他们研究市场后发现，虽不会拍戏但可以
直接买收视率，很快便通过这种方式把拥有资源、富有经验
的老牌公司打败了，市场被这些不会拍戏的公司抢占了半
壁江山，老牌制作公司“认清形势”后不得不跟进，全行业被
收视率绑架，电视剧水平下降便在情理之中了，“因为剧好
不好，已经没有人关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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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收视率是行业痛点。
王鹏 绘 图据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