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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1986 年中央电视台率先在北京地区开展观众收视抽样调查，标志着收视率

调查在中国的正式开展。1997 年，我国规模最大、最为专业的收视率调查公司

—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CSM 媒介研究）正式成立，极大地推动了收

视率调查工作在我国的发展。收视率调查在我国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我

们用十几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目前我国的收视率调

查无论是在抽样方法还是在调查技术方面都已与国际上最新发展保持同步。随着

收视率调查及收视数据的分析与应用在我国的快速发展，收视率在节目编排、节

目评估及广告投放决策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但毋庸讳言的是，从目前的情

况来看，无论是在学界、业界，还是在普通民众中，仍有部分人士对收视率的认

识还存在有种种误区。突出表现在对收视率调查方法、技术认识不清、对收视率

数据本身的安全性表示怀疑、对收视率数据在媒体行业和社会文化健康发展中功

能作用没有一个客观、正确的理解（如唯收视率论、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论）等。

为使学界、业界人士及普通民众对收视率有个更加全面、客观和理性的理解，我

们决定编写出版《收视率 100 问》一书。 

 

《收视率 100 问》共包括 5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主要回答有关收视率

调查在全球及中国的源起及发展、收视率调查的国际、国内规则、收视率调查的

监管等方面的问题。第二部分：方法。主要回答收视率的调查对象、样本选取方

法、以及如何保证样本的代表性等方面的问题。第三部分：技术。主要回答有关

观众收视行为的界定、收视率调查原始数据的采集方法、收视率调查的质量控制

体系及安全管理措施、以及在新媒体环境下观众收视行为测量等方面的问题。第

四部分：分析。主要回答有关收视率指标体系、收视分析的主要内容、收视市场

的一些基本规律特征（如、共振效应、长尾效应、双虞效应、双十五法则）等方

面的问题。第五部分：应用。主要回答有关收视率数据在改进节目编排、节目评

估、节目创新、广告投放、以及如何客观、正确、理性地认识收视率方面的问题。 

 

《收视率 100 问》一书的出版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对于电视台、广

告公司、广告主、内容研发和市场评估等机构，以及教学科研单位、普通民众客

观、理性、正确地认识收视率，让收视率回归本质，进一步促进我国电视业和广

告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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