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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播电视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吉林省） 

第三方评估人：日本国际开发中心 松浦由佳子 

0. 要点 

本项目旨在通过在吉林省开展对吉林电视台、吉林教育电视台、吉林广播电视大学的

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建设和培训项目等，提高电视节目的数量和质量，提升当地居民的教育

水平、知识和文化水平，同时促进中日两国的相互理解。本项目的实施完全符合中国的发

展政策、发展需求以及日本的援助政策，与两国相关政策等高度吻合。项目成本、项目进

度均控制在计划之内，效率很高。此外，通过对实施机构硬件和软件方面的改造，项目对

提高当地居民教育水平、知识和文化水平做出了很大贡献。由于中国播出日本等境外节目

的总量减少，所以很难推测本项目对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的贡献程度，但是，通过本项

目实施的赴日研修以及共同制作节目，使中日电视台之间通过交流和合作加深了相互理

解，并且通过播出共同制作的节目以及介绍日本文化和明星人物的栏目，可以认为对增进

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做出了一定贡献。这些表明项目具有较高的有效性和影响。项目在体制、

技术、财务上均保持良好状态，项目显现的效果具有非常高的可持续性。 

   综上所述，可以给予本项目高的评价。 

 

1. 项目概要 

 

 

 

 

 

 

 

 

 

    项目位置图（吉林省）           吉林电视台 节目录制 

 

1.1 项目背景 

中国广播电视行业实行中央、省级、地市级、县级 4 级管理，由各级人民政府直属部

门广播电视厅（局）具体负责。截至 2001 年，开路电视人口覆盖率达 94%，广播电视对

人民群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辐射。为了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国政府提出到 2010

年，将行政村电视覆盖率提升到 97%以上，力争向广大人民全面传递信息并提高其文化水

平。 

项目区吉林省总人口为 2,637 万人（2001 年），“九五”期间（1996 年-2000 年），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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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增长率达 10%。作为“农业大省”，吉林省汽车、石化等支柱产业亦有长足发展，同

时，日资企业等合资公司进驻该省，使其在国内外市场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广播电视行

业在文化、教育、灾害预警、科普以及文化交流领域的重要地位受到重视，建立了良好的

广播电视网络系统。另一方面，吉林省经济发展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资金长期短缺，广播

电视设备以模拟设备为主，影响了广播电视教育节目等的制作。 

基于这一背景，为了在数量和质量上对吉林省广播电视行业进行改造，提高人们的教

育水平、知识和文化水平，并为促进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做出贡献，实施了本项目。同时，

本项目适用日本“经济伙伴特别条款（Special Terms for Economic Partnership，以下

简称“STEP”）”，计划将日本广播电视相关技术和器材引进到中国
1
。 

 

1.2 项目概要 

本项目通过对吉林省广播电视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和实施培训项目，提高广播电视播出

的质量和数量，通过广播电视，为提高人们的教育水平、知识和文化水平，促进中日两国

相互理解做出贡献。 

 

【日元贷款】 

日元贷款承诺额/支付额 43.75 亿日元 / 43.32 亿日元 

签署政府换文日期/ 

签订贷款协议日期 
2004 年 3 月/ 2004 年 3 月 

贷款协议条件 利息 0.75％ 

偿还期限 40 年（其中宽限期 12 年） 

采购条件 主合同：限定采购国为日本， 

分包合同：不限定采购国 

借款人/实施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吉林省人民政府 

贷款结束日期 2012 年 8 月 

主合同 ‐ 

咨询合同 ‐ 

相关调查（可行性研究：F/S）

等 

由吉林工程咨询科技公司进行 F/S（2003 年 6 月） 

相关项目 1997 年度利民工程《教育电视台广播电视系统完善

计划（吉林省）》（91,485 美元） 

 

 

 

                                              
1
 中国广播电视基础设施改造项目（STEP 方式），共在中国 6 个省份实施，除本项目所在的吉林省外，

亦在中国山东省济南市、青海省、云南省、安徽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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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估概要 

2.1 第三方评估人 

 姓名 松浦由佳子 （日本国际开发中心
2
 ） 

 

2.2 评估日期 

 本次后评估调查日程安排如下： 

 评估时间：2014 年 8 月-2015 年 8 月 

 实地调研：2014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9 日、2015 年 3 月 9 日-3 月 13 日 

 

 

3. 评估结果（评级：A
3
） 

3.1 相关性（评级：③
4
） 

3.1.1 与发展政策的吻合性 

无论是项目立项阶段的“十五”规划（2001 年-2005 年），还是后评估阶段的“十二

五”规划（2011 年-2015 年），国家层面以及省级层面的发展规划，均重视广播电视在推

动和普及人们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

影电视总局提出到 2015 年，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达到 99%的目标，并提出了具体方向，

即提高广播电视播出质量，完善和推进包括广播电视在内的信息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从

立项阶段到后评估阶段，均将提高广播电视行业的质量和数量列为重点目标。吉林省在“十

二五”规划中，提出与民营部门联合发展媒体产业，并为拉动媒体产业发展，加大了对省

级广播电视行业的整体改造。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无论立项阶段还是后评估阶段，本项目均与国家和省级发展政

策保持了高度的吻合。 

 

3.1.2 与发展需求的吻合性 

吉林省广播电视行业作为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部门，从立项阶段到后评

估阶段，在文化、教育、灾害预警、科普以及文化交流方面一直承担着主要媒体的职责。

除了确保面向广大听众、观众的安全播出外，亦通过对省教育电视台和省广播电视大学的

设备改造，力争提高人才培养水平和教育水平，这一需求一直存在。立项阶段，吉林省广

播电视行业的经济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资金长期短缺，广播电视设备以模拟设备为主，

广播电视技术和设备质量低下，越来越影响节目制作。因此，本项目的实施符合吉林省广

播电视行业发展需求，通过本项目对设施和设备进行改造，提高了节目的质量和制作效率，

硬件方面的需求基本得到了保障。 

吉林省广播电视行业中，摄像机、录像机、监视器、交换机等日本产品保持了世界顶

                                              
2
 联合评估专家，所属单位为日本国际开发解决方案公司。 

3
 A：“非常高”、B：“高”、C：“存在一定问题”、D：“低” 

4
 ③：“高”、②：“中等”、①：“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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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水平，易于维护管理，尤其是摄像机和录像机，被公认为不可替代，因此，本项目从立

项、审批直至现在，日本产品的优势没有变化，采用 STEP 方式实施项目是恰当的。近年

来，随着信息技术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目前使用 IT 技术进行制作、播出和编录已经成

为主流，因此，录像机等设备的必要性有所下降，同时中国国内设备厂商在设备领域也有

了长足发展，中国产品的性价比优势正在不断上升。 

 

3.1.3 与日本援助政策的吻合性 

立项阶段日本对华援助政策的重点是完善环境，以促进市场经济发展，活跃民营经济，

本项目符合该援助重点。同时，本项目通过对吉林广播电视大学提供支持，开展人才培养

活动，与将人才培养作为重点领域的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的“海外经济合作业务实

施方针（2002 年-2005 年）”以及“国别业务实施方针（2003 年度）”相吻合。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实施完全符合中国的发展政策、发展需求，与日本的对外援助政

策保持高度吻合。 

 

3.2 效率（评级：③） 

3.2.1 成果 

项目以吉林电视台、吉林教育电视台以及吉林广播电视大学为对象，实施了以下内容：

(1)完善硬件方面（完善广播电视设备等广播电视基础设施）；(2)强化软件方面（面向工

作人员，实施赴日研修等）。计划与实际情况的比较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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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硬件部分（完善广播电视设备等广播电视基础设施） 

 

表 1 成果（硬件方面）的计划与实际情况 

 计划内容 实际内容 

（下划线处为变更内容） 

变更理由 

吉林电

视台 

 广电中心设备（演播室改

造、电梯、空调等） 

 演播室设备（数字摄录

机、数字编辑机、监视器

等） 

 转播车 

 广电中心建设（非日元贷

款范围） 

 广电中心设备（演播室照明

装置、电视发射设备、电梯、

空调、电源装置等） 

 演播室及数字电视播出系统

（数字摄录机、数字编辑机、

监视器等） 

 数字广播播出录音与传输系

统（注） 

 媒体资产管理系统（追加） 

 转播车 

・广电中心建设（非日元贷款范

围） 

 配合广电中心大楼土建设

备施工进度（非日元贷款

范围），将需要立即采购

和安装的空调系统基础与

电源系统、变压器等改为

使用自有资金采购（空调

终端设备、UPS 电源按计

划通过日元贷款采购）。 

 由此款项出现了剩余，作

为追加器材，采购了部分

媒体资产管理系统（IT 器

材等）、数字广播级播录

音和传输系统。 

吉林教

育电视

台 

 演播室设备（数字摄录

机、数字编辑机、非线性

编辑系统等） 

 演播室设备（数字录像机、数

字编辑机） 

 数字转播车系统（从演播室系

统变更为转播车）、非线性编

辑系统 

 改变三讯道、四讯道演播室

系统使用方式，改装为可应

对大型户外活动等录制的

6+1 讯道数字转播车系统。 

 追加 2 台高清摄像机。 

吉林广

播电视

大学 

 演播室设备（虚拟演播室

系统、高清摄录机、数字

字幕系统等）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校舍

建设（非日元贷款范围） 

 演播室系统（高清摄录机、数

字字幕系统、数字音频工作

站、照明设备等） 

 IT 系统（由虚拟演播室系统变

更为计算机服务器、网络设

备、视频会议系统等，） 

 HD 及网络用非线性编辑设备 

 办公及教学设备（追加）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校舍建设

（非日元贷款范围） 

 由于虚拟演播室系统与高清

摄像机不匹配，同时互联网

远程教育需求增加，因此，

取消了虚拟演播室系统和数

台配套设备，追加 IT 系统。 

资料来源：JICA 提供资料、提问表答复、实施机构提供资料 

（注）数字广播播出录音与传输系统包含当初列入计划中的部分。 

 

对照提高电视播出质量这一项目目的，上述采购内容的变更符合需求，是合理的，变

更手续亦高效合理，可认为上述变更恰当合理，有助于提高项目效果。可从以下方面具体

佐证，吉林教育电视台将演播室系统变更为数字转播车系统，可制作符合地区特点，满足

户外录制需求的现场节目。广播电视大学针对网络用户急剧增加的需求变化，将虚拟演播

室系统更改为 IT 系统和视频会议系统，构建了 IT 基础网络，大幅改善了远程公开教育和

教学活动条件，实现了与各地区广播电视大学系统的实时交流。 

 

(2) 软件部分：实施了面向工作人员的研修项目等 

软件部分，制定了如下计划:针对各电视台技术人员的节目制作和播出设备相关技术

研修、针对管理人员的提高其管理和运营系统水平研修、购买日本制作节目播出权，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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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电视台共同制作节目。计划内容与实际内容对比如下（表 2）： 

 

表 2 成果（软件部分）的计划内容与实际内容 

 计划内容 实际内容 变更理由 

吉林电

视台 

 节目制作、编辑、播出相

关研修 

 购买日本节目的播出权 

 与日本电视台共同制作

节目 

 节目制作、编辑、HD 电视技术、

媒体管理相关研修和协议（各

约 1 周×40 人，2008-2009 年） 

 参加人员：制作和编辑部 10

人、媒体资产管理部 9 人、技

术人员 10 人、管理人员 11 人 

 未购买播出权，未共同制作节

目 

 整体来看，最初计划是电视

台 11 人、教育电视台和广

播电视大学各 2 人，合计 15

人×各 3 个月。实际上变更

为电视台 40 人、教育电视

台 3 人、广播电视大学 2 人

×各约 1 周-10 天。 

 研修时间缩短的原因是实

施机构担心在本项目各项

设施建设过程中，如果主要

技术人员脱岗 3 个月，会影

响本项目进度，并会妨碍日

常工作的推进。 

 实施机构认为掌握到货设

备和器材的使用技术不需

要花费 3 个月的时间，实际

上，无论是项目实施过程中

还是项目结束后，在器材的

使用上，均未发生问题。 

吉林教

育电视

台 

 节目制作、编辑、播出相

关研修 

 获得文部科学省媒体教

育 开 发 中 心

（NIME-WORLD）的节目 

 节目制作、编辑、播出相关研

修（约 1 周×3 人，2008 年） 

 共同制作节目 1 部（2009 年 3

月，一组 4 名人员赴日，与 NHK

共同制作了《使环保成为一种

习惯》节目<约 30 分钟>） 

 未能获得 NIME-WORLD 的节目 

吉林广

播电视

大学 

 节目制作、编辑、播出相

关研修 

 与日本广播电视大学合

作 

 节目的制作、编辑、播出相关

研修（约 1 周×2 人，2008 年） 

 未与广播电视大学合作 

资料来源：JICA 提供资料、提问表答复、实施机构提供资料 

 

上述变更属于项目范围内的变更，并且也根据硬件（设施、设备）和软件（研修）的

投入时间，对人数和研修时间进行了调整，因此，上述变更属于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合理

变更。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对境外节目的进口和播出进行限制，故未能在软件部分实

现节目购置，但是，吉林教育电视台与日本广播协会（NHK）共同制作并播出了 1 部环保

节目。 

后评估中实施机构反映，虽然研修成果没有受到大的影响，但赴日研修的安排中也存

在一定的改进空间，比如，为了在赴日研修中能够有效进行技术研习，应安排精通广播电

视技术专业术语的翻译人员，并按照研修人员人数配备相应人数的翻译人员。 

 

（3）STEP 方式对项目成果的影响 

本项目采用 STEP 方式，即采购主合同必须限定采购国为日本，并且原产国为日本的

设备器材需占主合同总额的 30%以上。该条件得到满足，日本产品采购比例占比为 45.5%，

远远超出了立项阶段的计划占比（32.4%）。此外，实施机构报告中反映，实施机构对 STEP

方式的满意度较高，广播电视领域的日本产品和厂商数量众多，占比 30%的采购条件易于

满足，采购过程中主承包商和承包商等应对及时、交货迅速、服务周到，赴日研修和售后

服务亦很到位
5
。另一方面，实施机构亦指出，在立项阶段，虽然对 STEP 方式的制度和手

续概要有所了解，但进入实施阶段，才对该制度和手续的繁琐复杂得以具体理解，尽管如

                                              
5
 STEP 问卷回答及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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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上述情况并未影响项目进度。 

 

   

吉林电视台大演播厅布景 占该演播厅设备 9 成的日本产品 

 

3.2.2 投入 

3.2.2.1 项目成本 

项目总成本计划用款为 5,363 百万日元，其中外币 4,375 百万日元、国内配套资金

988 百万日元，日元贷款范围中外币部分为 4,375 百万日元。实际用款总额为 5,090 百万

日元（计划的 95%），其中包括非日元贷款范围的吉林电视台广电中心、吉林广播电视大

学校舍建设的设备费（不包括土建部分）。日元贷款的贷款支付总额为 4,332 百万日元（计

划的 99%），控制在计划之内。 

表 3 项目成本 计划用款与实际用款    （单位：百万日元） 

项目 计划用款 实际用款 

外币 国内配套

资金 

合计 外币 国内配套

资金 

合计 

（全额贷

款范围） 

（全额非

贷款范围） 

整体 其中贷

款范围 

（全额贷

款范围） 

（全额非

贷款范围） 

整体 其中贷

款范围 

设备器材 3,985 940 4,925 3,985 4,260 695 4,956 4,260 

赴日研修 
17 0 17 17 43 0 43 43 

价格上涨（注） 
103 1 104 103 

    

准备金 
205 47 252 205 

    

咨询服务 
65 0 65 65 23 66 90 23 

合计 
4,375 988 5,363 4,375 4,328 762 5,090 4,328 

资料来源：JICA 提供资料、提问表答复 

（注）应对由于物价上涨导致项目成本增加的准备金。 

立项时汇率：1 元＝14.3 日元；后评估阶段 1 元＝13.7 日元（贷款期间中的平均） 

＊外币实际用款中不包含日元贷款手续费（0.1％）。此外由于省略了小数点之后的位数，合计金额有一

定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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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设备器材、赴日研修、咨询服务的资金投入中，实施机构首先重视设备器材，其

次是赴日研修。对于日方提供的采购手续相关咨询服务，实施机构最初坚持不需要这一服

务，并与 JICA 进行了多方协调，锁定了需要咨询服务的采购包,最后贷款中该部分经费的

实际用款为 23 百万日元，相当于计划用款 65 百万日元的 35%，减少的款项转用于赴日研

修。通过咨询服务，以广播电视设备器材为主,新购置的设备器材与原有设备器材的匹配

度和兼容性得到确认，同时对伴随技术进步遭到淘汰的内容进行了更新等，对采购规格进

行了仔细的确认。使得最终采购的设备器材完成了高性能广播电视系统的构建，获得实施

机构的高度满意，总体投入恰当合理。 

设备器材采购包如下表 4 所示，省电视台设备器材中追加了 2 包。这是为了配合广

电中心的施工建设以及设备器材管理部门，从最初的采购包中剥离出设备部分，并利用余

款进行了追加包，共形成了 10 包。由于广电中心土建施工要求快速进行配套采购，因此

对采购包进行了重组，并将采购方式由原计划的国际竞争性招标（ICB)变更为国际询价采

购（IS）。伴随这一变更，按照采购器材的接收和使用部门分布，对采购包进行了分割，

明确了采购管理负责人，使采购得以顺利完成。采购方式的变更，使报价金额控制在 10

亿日元以下，采购规模小，技术规格要求明确，手续相对简便，在咨询商的协助下于投标

过程中实施了事后资格审查，对此进行确认后履行了妥善的审批手续，因此认为采购方式

的变更没有带来负面影响。 

 

                    表 4 各采购包的计划值和实际值        （单位：百万日元） 

采购包 

计划值 2006 年 7 月 实际值 备注 

总额 

 

日本

产品 

总额 

 
 

总额 

 

日本

产品 
 

1.电视发射设备 261 81 261 81 374 41  

2.演播室设备、

转播车等 
869 209 869 209 830 401 

 

3.摄像 VTR 机 285 285 285 285 313 291  

4.综合布线、空

调、各电源系

统、电梯 

652 153 652 153 266 185 

部分变更为

自筹资金采

购 

5.演播室照明系

统 
321 29 321 29 413 10 

 

6.演播室系统设

备、网络系统等 
1,156 391 1,156 391 827 564 

 

7.吉林教育电视

台用设备 
n/a n/a 177 104 225 125 

 

8.吉林广播电视

大学用设备 
n/a n/a 439 244 307 156 

 

9. 吉林人民广播

电台数字广播录

音、播出系统 

― ― ― ― 285 17 使用采购

包 4的剩余

资金追加 
10. 吉林电视台

媒体资产管理系

统 

― ― ― ― 417 143 

合计 3,546 1,151 4,163 1,500 4,260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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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省略了小数点之后的位数，合计金额有一定的误差。资料来源：JICA 提供资料、提问表答复 

3.2.2.2 项目进度
6
 

   围绕采购涉及的咨询服务范围与内容，实施机构与日方花费较长时间进行了协商和协

调，导致设备改造的开始时间从 2004 年 10 月向后推迟两年，实际开始于 2006 年 10 月，

与立项阶段相比，设备器材采购出现了大幅延迟，但通过变更采购方式等，节省了半年时

间，因此，设备器材的交货于 2009 年 12 月之前得以全部完成，项目整体进度基本按计划

进行（表 5）。 

 

表 5 项目进度 计划进度与实际进度 

 计划进度 实际进度 

项目内容 2004 年 3 月（签署贷款协议）- 

2009 年 12 月（70 个月） 

按计划执行 

a) 设备 2004 年 10 月- 2008 年 6 月 2006 年 10 月～2009 年 12 月 

b) 研修等 2004 年 10 月- 2009 年 12 月 2008 年 9 月- 2009 年 4 月 

＊含节目共同制作小组访日 

c) 咨询服务 2004 年 4 月- 2009 年 12 月 2006 年 2 月～2008 年 12 月 

 

3.2.3 内部收益率 

本项目效果不仅体现在广播电视基础设施改造，亦涵盖了通过赴日研修和购置日本节

目、共同制作节目加深中日两国间相互理解、提高环保意识和健康意识，以及对市场经济

健康发展的宣传教育等多个方面，无法使用内部收益率对效果进行定量和综合性测评，因

此，立项阶段和后评估阶段，均未对内部收益率进行计算。 

 

综上所述，本项目无论在项目成本上还是在项目进度上，均控制在计划之内，效率较

高。 

 

3.3 有效性
7
（评级：③） 

   针对有效性，采用立项阶段制定的运用、效果指标，即收视人口、广电信号覆盖率、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生人数等作为定量指标，并将吉林省广播电视局对广播电视节目和广

播电视教育内容改进的评价作为定性效果，进行了如下分析。 

 

3.3.1 定量效果（运用、效果指标） 

收视人口、广电信号覆盖率在目标年度 2011 年之前即达到了目标值 97.5%，吉林广

播电视大学学生人数提供数据的年度为 2012 年，虽然晚于目标年一年，但 2012 年的学生

                                              
6 本次后评估将项目结束定义为“设备改造”、“赴日研修”、“咨询服务”等所有组成部分结束。  

7 在有效性的评级上，还加入了对影响的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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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为 43,074 人，远远超出 2011 年的计划值 38,000 人，2014 年的学生人数更是为立项

阶段的 1.7 倍，因此，可以认为本项目取得了充分的运用效果（表 6）。广电信号覆盖率（人

口覆盖率），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现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提出“到 2015 年

实现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达到 99%”的目标，吉林省在 2011 年即达到 99.2%的覆盖率。 

 

表 6 运用、效果指标 

指标 2003 年 

标准值 

2011 年 

计划值（结束

后 2 年） 

2009 年 

结束时 

2011 年 

结束后 2 年 

2013 年 

最近年 

收视人口 

（吉林省内） 

211.6 万户 350.0 万户 296.1 万户 350 万户 440 万户 

广电信号覆

盖率（吉林省

内） 

96.0% 97.5% 95.6% 99.2% 99.4% 

吉林广播电

视大学学生

人数 

31,148 人 38,000 人 2012 年 

43,074 人 

2014 年 

55,082 人 

资料来源：JICA 提供资料、提问表答复  

（注）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生人数 2012 年入学人数：18,001 人、在校生人数：43,074 人、毕业生人数：

10,430 人、2014 年入学人数：15,832 人，在校生人数：55,082 人、毕业生人数：15,432 人 

 

运用、效果指标之外的定量指标（表 7）中，吉林电视台、吉林教育电视台均实现了

24 小时播出，播出时间达到计划值，女性观众节目数量也在 2011 年前达成目标值。吉林

电视台频道数原计划增加 2 个，最后上级主管部门只批准增设 1 个，但播出时间得以增加

（为立项阶段标准值的 1.6 倍，计划值的 1.2 倍），因此，后评估认为总体播出容量实现了

增加，而频道数作为评估的次要因素，对总体效果的显现没有大的影响。 

吉林电视台，虽然滞后于目标年 2011 年，但截至 2013 年，自制节目数与加强市场秩

序类节目数均达成计划，防灾类节目与环保类节目的部分播出形式由原来的栏目类转为公

益广告类，增加了信息传递量。在防灾类节目中，除《安全视界》外，每天平均播出 15

次公益广告，此外环保类节目中，除《寰宇地理》之外，每天平均播出 15 次公益广告，

在促进普通观众、听众意识转变方面增加了信息传递频率和传递量，这一情况从吉林电视

台的相关人员处得到了确认。   

  吉林教育电视台在目标年 2011 年，实现了防灾类节目、环保类节目、公共卫生类节

目、加强市场秩序类节目数量达标。自制节目数在项目立项阶段与后评估阶段计算方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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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差异，目前设置 8 个年度栏目，年播出自制节目数达 400 部左右（8 个栏目×52 周=416

部），超过立项阶段计划值（每年 32 部），达到了目标值。少数民族类节目，作为获得日

常信息的手段，有专门面向朝鲜族聚居区的延边卫视（朝鲜语播出），因此，吉林电视台

没有必要制作少数民族类节目，因此实际上并没有制作朝鲜语节目，但制作了以少数民族

地区为题材的《长白山下我的家》等电视系列片（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8）、《天地长

白》、《长白山》等纪录片，以及介绍、宣传满族文化的《萨满文化》、《松花江上》等纪录

片（后评估阶段正在等待审批）。 

  原国家广播电影电总局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境外节目播出数量以及播出时间均有严格

规定，因此，难以购置并播出境外节目。吉林电视台、吉林教育电视台对境外节目以及日

本节目的购置和播出均远远低于立项阶段的计划数量。在这样的背景下，本项目中吉林教

育电视台与 NHK 共同制作的环保类节目《当环保成为一种习惯》（约 30 分钟），获得播出

许可，共计播出约 10 次，这完全得益于吉林教育电视台各位工作人员脚踏实地的努力，

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另外，由于中国政府提出了加强中国中央电视台（国营电视台）少儿节目制作、播出

的方针，吉林教育电视台近年来没有涉足少儿节目。  

 

表 7 运用效果相关其他定量指标 

指标 

 2003 年 

标准值 

2011 年 

计划值（结束

后 2 年） 

2009 年 

结束时 

2011 年 

结束后 

2 年 

2013 年 

最近年 

自制节目数  T 59 部/周 65 部/周 59 63 72 

ET 30 部/年 32 部/年 8 8 8 

频道数  T 6 8 7 7 7 

ET 1 1 1 1 1 

播出时间（各

频道） 

T 44,100 分/周 58,380 分/周 70,753 分/周 70,753 分/周 70,753 分/周 

ET 18 小时/日 20 小时/日 24 小时/日 24 小时/日 24 小时/日 

防灾类节目数

（部／年） 

T 0 1 0 0 1 

ET 3 5 8 10 10 

环保类节目数

（部／年） 

T 2 3 1 1 1 

ET 3 6 8 10 10 

公共卫生类节

目 数 （ 部 ／

年） 

T 3 4 3 3 3 

ET 6 7 
10 12 12 

加强市场秩序

类节目数（部

／年） 

T 2 4 2 2 4 

ET 2 4 
5 5 5 

境 外 节 目 数 T 34 48 0 0 0 

ET 14 14 2 1 1 

                                              
8 授予在戏剧作品、电视剧作品、社会科学类书籍、社会科学类论文、电影等五个领域做出突出成绩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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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年） 

日 本 节 目 数

（部／年） 

T 4 12 0 0 0 

ET 2 3 2 0 0 

少数民族节目

数（部／年） 

T 2 3 2 2 2 

ET 0 1 0 0 0 

女性观众节目

数（部／年） 

T 0 1 1 2 4 

ET 5 7 10 12 12 

少 儿 节 目 数

（部／年） 

T 1 3 1 2 3 

ET 4 5 - - - 

（T: 吉林电视台、ET : 吉林教育电视台）      资料来源：JICA 提供资料、提问表答复  

 

 

3.3.2 定性效果（其他效果） 

（1）吉林电视台 

通过本项目对设备器材的引进和应用，摄、录、编、播、存等主要设备实现了数字

化，系统实现了网络化，在节目制作效率、制作和播出技术、演出和播出方法、电视台

内的工作效率等多个方面，播出质量均有改进。具体体现在，通过购置转播车，得以实

现移动直播，并向央视等其他电视台提供转播信号，同时节目制作方法亦得到拓展。3

辆转播车出动频率很高，新闻直播车与制作转播车每天出动 2-3 次，标清转播车每月使

用 15-16 次。在 2008 年奥运会圣火传递接力、大型文体活动、国际会议、博览会与展

览会等众多活动的转播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电视台最大演播室9除用于每月常

设 2 档栏目外，每月还向 1-2 档临时栏目以及大型活动开放10。中型和小型演播室每天

均在进行节目的录制与直播等。赴日研修在软性层面发挥了作用，不仅对运用引进设备

器材进行节目制作的手法和技术产生了积极影响，在节目制作的理念以及广播电视工作

的运营和管理、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以及职业意识等方面，亦产生了深远影响。参加赴

日研修的人员表示，看到日本同行花费 10 年时间制作 1 部纪录片，被这种热情和职业

精神所感动；日本同行一方面充分有效利用演播室的卓越功能以及空间，一方面依旧使

用老式磁带，通过这些，深深感受到节目质量不单单取决于技术，也取决于内容以及制

作人为其投入的激情。通过上述内容，可以看出，研修为改进各频道的栏目构成以及节

目内容更加通俗易懂的播出等电视台内部举措做出了贡献。 

2009 年，吉林电视台获得了中国国内制作领域最高奖项“金帆奖（电视节目技术

质量综合大奖）”，广播电视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在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综合能力的提升得到

了第三方的肯定。 

                                              
9 1,500 平米，照明、音响、座椅、摄像机等设备基本为日元贷款建设，照相机、视频处理室、音频处理

室的仪器全部为日本产品。 
10 更换舞台设备需要 1 周，每月录制 4 档栏目，得到充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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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电视台监控室（新闻直播中） 
吉林电视台非编室 

 

（2）吉林教育电视台 

本项目实施前，吉林教育电视台使用 1990 年-2000 年的陈旧摄像机和线性编辑机，

制作的节目也比较简单，缺乏影响力，节目制作只是单纯的录制播出。通过实施本项目，

设备在质和量上都有了大幅提高，节目制作效率、制作和播出技术、演出及播出方法、

电视台内部业务效率等多个方面均得到改善。取消演播室系统后购置的数字转播车，用

途机动灵活，提高了摄像、录像、录音、编辑效率，丰富了制作方法，进而大幅提高了

自制节目的制作率。3 年内连续使用转播车，摄制并播出省内庆祝“教师节（每年 9 月

10 日）”活动，获得教育厅的高度评价。转播车每年出动 50-60 次（每月 4-5 次），并

在省内各地制作“防灾演习”、“寻找模范教师”等节目。对设备进行更新的同时，该台

在运用改善方面做出了努力，比如，修改节目制作流程，实现各环节作业的标准化等，

节目制作及播出效率得到了改进。之前制作节目曾经发包给外部机构，现在台内工作人

员可自主完成，项目实施后，不需要依赖外部机构，即可独立制作节目，自主能力得到

提升。除赴日研修外，吉林教育电视台还通过与 NHK 共同制作节目，掌握了先进的节目

制作技术，同时接触到 NHK 的制作理念，在新内容的开发、制作和播出等方面均受到启

发。可以认为，项目对提高节目制作质量发挥了作用。 

2014 年 12 月，用于培养农村教师的示范教学节目《空中课堂》获得了全国教育教

学奖。与 NHK 共同制作的《当环保成为一种习惯》获得社教类专题一等奖。由此可以看

出，与城市相比，能够应用于教师质量不尽人意的农村地区教学一线的节目以及促进国

家关注的环境问题的宣传节目，其价值得到了全国性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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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教育电视台高清转播车 吉林教育电视台节目录制场景 

 

（3）吉林广播电视大学 

本项目实施前，吉林广播电视大学仅拥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陈旧摄像机和线性

编辑机，唯一的非线性编辑机时常发生故障，通过实施本项目，设备条件得到了大幅改

善。随着设备的更新换代，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也得到提升，能够制作和提供内容丰富

的课件、多媒体教育软件、流媒体教育软件等。吉林广播电视大学与省内广播电视大学

携手，对广播电视大学系统的教师教学技能大赛进行现场直播等，内容的覆盖面和服务

对象范围均得到扩展。强化了学校的公开教学实施体制，如，建设了独立的录音演播室，

提高了录音和录像质量，在内容上，也做到使用详实的教材面向学生开展远程教学。课

程的充实和远程教学实施体制的完善产生了定量效果——学生人数增加到原来的 1.8

倍。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教学点11也从 2003 年的 8,911 个增加到了 2014 年的 15,930 个，

约为 2003 年的 1.8 倍。 

以前，为了保证节目制作质量，必须通过购买技术服务完善课件和教学软件，实施

本项目后，可自行制作高质量节目，减少外包服务范围，节约经费。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 远程教学授课场景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 模拟教学大赛 

 

3.4 影响 

                                              
11
 延边、通化、白山、白城、通榆、松原、前郭、大安、扶余、长白山管委会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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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影响的显现 

（1）人民教育水平、知识和文化水平的提高 

通过与实施机构的座谈以及实施机构对提问表的答复了解到，由于社会整体富足，物

质丰富，人民的知识水平与学历提高，相应要求电视节目提供更广泛的社会与生活信息，

并喜闻乐见，通俗易懂，与此同时，节目的娱乐性亦越来越受到关注。20、30 年前普通

家庭能够收看的电视节目只有 5 个频道左右，如今，随着各家庭安装了机顶盒12，能够收

看近 100 个频道，加上互联网收看视频的普及，广播电视受众选择的空间越来越大。通过

本次后评估对受益群体进行访谈13的结果了解到，受众对省级电视台，即吉林电视台、吉

林教育电视台的关注点首先在于本地信息是否丰富，其次在于节目内容是否易懂。受访者

均认为上述 2 家电视台满足了受众上述要求，充实了地区性社会与文化（包括传统文化）

节目内容。通过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该项目对于提高吉林省内广播电视受众教育水平、知

识与文化水平做出了贡献，效果显著。 

近年，55 岁以上的老年观众收看吉林电视台节目呈逐年递增趋势。这是因为该台增

加了反映这一年龄段喜好的节目，如介绍传统文化与传统曲艺的节目（《花开桃李梅》等）

以及代表传统吉剧文化（东北地方传统相声节目《二人转总动员》《二人转》等）的节目

等，使观众在欣赏节目的同时能够加深对传统文化与地区的理解。另外，由于城乡受众的

学历逐年提高，顺应这一趋势，吉林电视台增加了科教与文化相关的节目，其中，包括以

少数民族地区为题材的电视剧《长白山下我的家》、纪录片《萨满文化》。在生活节目方面，

除防灾减灾与环保节目（《安全视界》等）外，近年还以公益广告的方式，频繁地发布宣

传教育内容（防灾类公益广告：年 5316 次/2013 年；环保类公益广告：年 6,298 次/2013

年）。受益群体访谈了解到，受访者 104 人中 90 人（87%）回答收看吉林电视台节目，其

中 30%受访者每天或差不多每天收看该台的教育、文化、生活信息类节目，50%受访者每

周收看 1 次或多次该台节目。从受访者的评价14来看，80%的受访者认为与央视节目相比，

该台节目本地信息丰富，53%的受访者认为节目内容易懂，22%的受访者认为教育、文化

与生活信息类节目数量丰富。与 5 至 10 年前相比，吉林电视台有了很大改观，具体表现

在，本地信息更加丰富（62%）、节目内容更加易懂（38%）、节目数量丰富了（33%）。特

别是新闻栏目《守望都市》获得好评，收看吉林电视台的受访者约 30%（25 名）回答该

栏目对生活帮助很大。 

针对吉林教育电视台，受访者认为，该台面向教育工作者、考生与家长、青少年、以

及与城市相比教育环境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分别根据其需求制作并播出教育节目15，对

                                              
12 接收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开路电视、IP 电视等播出信号，将其转变为常规电视可收看信号的装置。 
13 受益群体访谈调查于 2014 年 12 月在长春、吉林、四平 3 个城市约 10 处地点，由社会调查员进行了

街头采访。有效回答数为，长春市 42 人（男 20、女 22）、吉林市 34 人（男 16、女 18）、四平市 28 人

（男 14、女 14）、总计 104 人（男 50、女 54）。采访主要内容为广播、电视收听、收看动向，对吉林电

视台与吉林教育电视台播出节目的评价，通过电视播出对外国（美国、韩国、日本）的关注。  

14 回答可从 9 个选项中复选 3 个。 
15《对话成长》（解答青少年的烦恼、心理咨询）、面向教育工作者的《高端访谈》（专家学生解说教育

相关政策与热点话题）、《天下奇谈》（国内有趣事件汇编成新闻播出）、面向大学生的《我行我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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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当地居民知识水平做出了贡献。特别是近年来，为提高农村地区教育水平，分别开设

了《名师一课》、《空中课堂》等栏目，通过有线网络面向全省播出，为提高吉林省基础教

育水平助力。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以“法学”“工商企业管理”“行政管理”等专业为主的学历教育

学生人数增加到原来的约 1.8 倍，成人教育（非学历教育）课程从原来的 10 个增加到 13

个。此外，还新设了职业资格培训课程以及民政厅委托办学“社会工作者培训（资格考试

筹备）课程”等，学生人数增加了 2.5 倍（表 8），这些举措对提高当地居民教育水平带来

了直接效果。 

 

表 8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 主要课程以及学生人数 

 2003 年（立项阶段） 结束时（2012 年） 结束后 2 年（2014 年） 

学历教育 

（1）课程数 386 门 476 门 532 门 

（2）学生人数 31148 43074 55082 

（3）学生人数最

多的 3 门课程 

法学专业：宪法学、法理

学、刑事诉讼法学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财务

管理、计算机基础应用、

统计学原理 

行政管理专业：公共行政

学、办公室管理、管理学

基础 

非学历教育（成人教育） 

（1）课程数 10 门 12 门 13 门 

（2）学生人数 10000 20000 25000 

（3）学生人数最

多的 3 门课程 

电工、焊工、危险化学品 电工、焊工、危险化学品 电工、焊工、危险化学品 

资料来源：提问表答复、实施机构提供资料  

 

（2）加强中日电视台之间的合作 

2012 年，吉林电视台与日本东北放送之间签署了为期 5 年的友好合作协议，开始了

人员交流，内容虽然为参观考察，但却由此开创了中日电视台之间加强合作的契机。由于

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出台规定，对中国电视台与日本等境外电视台的合作以及

共同制作节目的数量进行限制，但希望有机会与日本电视台进行合作的愿望，自项目立项

阶段至本次后评估阶段，均没有改变。 

 

（3）促进中日间相互理解 

吉林电视台播出《东北亚能见度》栏目，介绍日本的文化等，观众对日本健康饮食生

活习惯的关注和喜爱程度大大增加。另外，在演艺方面，山口百惠、高仓健等日本明星人

物受到中国观众的喜爱，并受到尊重。吉林省与日本宫城县是友好省份，在东日本大地震

发生之际，播发《吉林省领导会见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吉林省领导对日本地震灾区表示

                                                                                                                                     
（介绍大学生活、文化、艺术作品，与学生共同制作。也在校园举办活动）、面向考生与家长的《招考

就业大咨询》（考试指导、就业指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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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问的场面，通过新闻节目数次播出。此外，吉林教育电视台播出与 NHK 共同制作的节

目获得国家教育部社教类专题一等奖，对加深中日相互理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通过对受益群体的访谈了解到，20 岁至 40 岁年龄段的观众，对日本音乐、电视剧、

电影等文化的关注度高，吉林卫视制作并播出介绍日本明星人物的栏目，对加深中国观众

了解日本演艺文化发挥了作用。但是，通过以上内容，难以推测本项目对改变民众对日本

印象转好（约 40%的受访者回答对日本的印象转好，或略为转好）的影响程度，以及对加

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的贡献程度。。 

    通过对受益群体的访谈了解到，与互联网以及广播、报纸相比，电视作为获取日本等

境外信息的手段具有较大优势 16，可以判断本项目在各媒体工具中选择电视是非常有效

的。 

 

专栏 共同制作节目《当环保成为一种习惯》 

吉林教育电视台的 4名制作、编辑人员在日本停留两周时间，对垃圾回收、处理现

状进行了采访，制作出了《当环保成为一种习惯》这一节目。节目时长约为 30 分钟，

介绍了从家庭中的分类回收、垃圾丢弃、回收利用的情景，到地方政府开展的垃圾回收、

搬运、可燃垃圾的焚烧处理及利用焚烧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热的体制、不可燃垃圾处理中

铁和铝的回收直至最终填埋的过程。节目中包含了对居民及地方政府、环境省以及民间

处理设施的负责人的采访，强调由政府、企业、家庭合作开展垃圾削减、环保工作。 

参与制作的工作人员表示，在日本各地的采访时看到不仅在家中，在狭窄的道路与

公共设施区域没有看到过垃圾散落的现象，就连进行垃圾回收的清洁人员也都身穿没有

污渍的整洁的制服，感到十分震惊。此外他们还希望通过这个节目传播从小培养不扔垃

圾，扔掉的垃圾也要尽可能再利用的意识，养成习惯，并且由每一个居民付诸实践的重

要性。工作人员充分运用了从 NHK 获得的高度经济成长期发生的水俣病等公害及环境

污染的影像资料，在直观地展现传播到下一代的健康危害的可怕之处的同时，还对比展

示了采取环保政策前后日本社会的情况，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节目。 

 

3.4.2 其他正面、负面影响 

   作为本项目的积极影响，吉林电视台、吉林教育电视台的广告业务收入均大幅增加，前

                                              
16 受益群体访谈调查了解到，吉林省受众获得外国（美国、韩国、日本）信息的主要手段为：电视（62%）、

互联网（39%）、报纸杂志（37%），可以确认，电视作为增进对外国理解的媒体工具，非常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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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达到了原来的约 4.9 倍，后者达到了 5.4倍。吉林电视台频道数量从 2002年的 5个频道增

加到 2003年的 6个频道，2007年又增加到 7个频道，在 2008年，引进 24小时播出，播出时

间延长到了原来的 1.6 倍，广告时间增加到了 4 倍。吉林教育电视台的频道数量虽无增减，

为 1个频道，但引进了 24小时播出，增加了广告播出时间。此外，由于本项目的实施，声音

和画质得到了改善，节目质量得到提高，包括自制节目在内的内容得到扩展，随着节目吸引

力的提高，广告价值亦随之增加，容易获得广告用户，从而增加了广告收益。 

项目未对自然环境和居民搬迁造成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本项目实施产生的效果基本上如计划预期，有效性和影响较大。 

 

3.5 可持续性（评级：③） 

3.5.1 运营、维护管理体制 

吉林电视台、吉林教育电视台和吉林广播电视大学针对引进和设置的器材和设备，分

别成立了专业技术部门，对设备器材进行维护管理，与负责运行的制作部门等合作，确保

维护管理体制（表 9）。 

 

表 9 各实施机构的运行和维护管理体制 

吉林电视台 在吉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的监督下。吉林电视台对设备器材进行管理。 

吉林电视台共有 875 名员工，维修保养管理工作主要由技术办公室 17

名员工负责，在运行和维护管理上，与负责运行的制作部、播出部、网

络运营部等各部门技术人员合作实施。 

吉林教育电视

台 

在吉林省教育厅的监督下，吉林教育电视台对设备器材进行管理。 

吉林教育电视台共有 128 名员工，运行和维护管理主要由技术制作部的

8 名员工负责，并与总编室、节目中心、播出部、新媒体部等负责运行

的员工合作。 

吉林广播电视

大学 

在吉林省教育厅的监督下，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对设备器材进行管理。吉

林广播电视大学共有 160 名员工，运行及维护管理工作主要由配合本项

目新设置的远程教育技术中心的 17 名员工负责，并与教学相关部门合

作。在该中心，网络管理科的 4 名员工及 2 名资深技术主任负责 IT 设备

的维护管理，同时向全省的广播电视大学系统提供支持，电视节目制作

科的 5 名员工负责播出器材的维护管理。 

资料来源：提问表答复以及实施机构提供资料 

3.5.2 运营、维护管理技术 

除了技术部门之外，各电视台、大学均在制作部门、播出部门等相关部门配备了技术

人员，负责设备器材的日常运行和维护管理。吉林教育电视台、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在故障

维护管理上，也有根据实际故障，请厂家提供技术服务的情况，但是否需要厂家提供技术

服务则由技术人员判断。各电视台、大学还公布了运行和维修管理技术相关规定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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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开展了培训。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实施机构在组织管理上充分具备运行和维护管理技术

条件。 

 

3.5.3 运营、维护管理财务 

与立项阶段相比，任何一个电视台、大学在收支上均有大幅增加（表 10-12）。在收入

方面，吉林电视台、吉林教育电视台的广告收入大幅增加，吉林广播电视大学虽无广告收

入，但是政府补贴和学费收入出现了增长。 

吉林电视台和吉林教育电视台将“十三五规划”（2016 年-2020 年）中的节目制作和

播出等各阶段实现高清化纳入工作范围，着手利用自有资金对设备器材进行更新换代；吉

林广播电视大学也计划配合新校区建设实施设备更新。因此，2013 年，吉林电视台和吉

林广播电视大学出现了超支，损益为赤字，但是设备更新均是配合技术进步而实施的举措，

因此，虽然暂时出现超支现象，但是确认后认为，这些不会影响财务的长期稳定和还款计

划。维护管理经费和人员工资亦有保障，财务的可持续性不存在问题。 

 

                 表 10 吉林电视台财务收支情况      （单位：万元） 

科目 2002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全年总收入 16,114 56,111 63,924 72,102 78,191 79,337 

 业务收入：广告收入 16,106 55,739 63,393 71,800 77,800 79,000 

 业务收入：其他收入 0 0 0 0 0 0 

 政府补贴 0 0 0 0 0 0 

 其他收入 8 372 531 302 391 337 

全年总支出 13,939 49,135 61,739 59,027 72,582 93,056 

 人员工资 2,015 5,967 6,251 6,494 7,147 11,089 

 一般行政支出 2,045 3,475 3,526 3,908 3,977 4,374 

 （其中维护管理费） N/A  N/A  N/A  N/A  N/A  N/A  

 节目制作费 0  10,883 11,616 13,622 16,072 16,367 

 节目购置费 0  11,026 12,697 12,694 17,437 21,813 

设备购置费 2,000 1,909 2,700 1,446 1,953 8,551 

 卫星租赁费 270 479 325 341 538 369 

 网络费 0  6,502 8,865 9,510 10,563 9,940 

 财务费（贷款利息） 0  1,961 4,281 5,083 5,795 5,993 

 维修费 449 748 1,394 673 448 387 

 其他支出 7,160 6,185 10,084 5,256 8,652 14,173 

资料来源：提问表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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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1 吉林教育电视台财务收支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02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全年总收入 780 2,300 1,537 1,340 2,050 2,372 

 业务收入：广告收入 360 1,666 1,383 925 1,740 1,973 

 业务收入：节目制作 250 0 0 0 0 0 

 业务收入：其他收入 170 0 0 0 0 0 

 政府补贴 0 634 153 411 310 397 

 其他收入 0 0 1 4 0 2 

全年支出合计 610 1,936 2,002 1,721 1,656 2,240 

 人员工资 80 566 527 483 649 758 

 一般行政支出 110 314 295 225 223 204 

 （其中维护管理费） 0 17 9 18 12 0 

 节目制作费 80 613 610 611 425 665 

 节目购置费 150 264 173 124 134 416 

设备购置费 120 60 299 215 86 74 

 其他支出 70 119 99 63 139 123 

资料来源：提问表答复 

 

             表 12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财务收支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02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全年总收入 1,365 4,720 7,242 7,595 9,189 6,609 

 业务收入：广告收入 0 0 0 0 0 0 

 业务收入：其他收入 0 0 0 0 0 0 

 政府补贴 678 2,814 5,292 5,435 7,089 3,864 

 学费收入 680 1,850 1,900 2,100 2,000 2,600 

 其他收入 7 56 50 60 100 145 

全年总支出 1,366 4,895 7,200 5,598 6,252 10,322 

 人员工资 577 1,198 1,295 1,394 1,723 1,871 

 一般行政支出 647 1,957 1,945 2,003 1,732 1,871 

 （其中维护管理费） 65 48 69 53 16 268 

 培训费 0 1 3 12 4 7 

 科研费 0 0 0 1 2 3 

设备购置费 135 27 129 100 86 640 

 其他支出 7 1,712 3,828 2,088 2,705 6,189 

资料来源：提问表答复 

 

3.5.4 运营、维护管理情况 

任何一个电视台、大学均通过按照管理制度和规定进行运营和维持管理、开展培训以

确保保持技术力量，并根据设备器材的规格和使用频率，独自或视需要以委托厂商的形式

进行定期检修和维护管理。在运营与维护管理方面未见问题。 

购置的设备器材中 IT 类设备使用寿命已经届满，由于使用年数过长，故障频发，加

之部分零备件已经停产等原因，难以继续维修管理，各实施机构均采取措施，使用自有资

金对设备器材进行了更新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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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认为实施机构在运行及维持管理方面不存在问题。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维护管理在体制、技术和财务方面均没有问题，本项目产生的效

果具有较高的可持续性。 

 

 

4. 结论及建议、经验及教训 

4.1 结论 

本项目旨在通过在吉林省开展对吉林电视台、吉林教育电视台、吉林广播电视大学的

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建设和培训项目等，提高电视节目的数量和质量，提升当地居民的教育

水平、知识和文化水平，同时促进中日两国的相互理解。本项目的实施完全符合中国的发

展政策、发展需求以及日本的援助政策，与两国相关政策等具有高度吻合性。项目成本、

项目进度均控制在计划之内，效率很高。此外，通过对实施机构硬件和软件方面的改造，

项目对提高当地居民教育水平、知识和文化水平做出了很大贡献。由于中国播出日本等境

外节目的总量减少，所以很难推测本项目对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的贡献程度，但是，通

过本项目实施的赴日研修以及共同制作节目，使中日电视台之间通过交流和合作加深了相

互理解，并且通过播出共同制作的节目以及介绍日本文化和明星人物的栏目，可以认为对

增进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做出了一定贡献。这些表明项目具有较高的有效性和影响。项目在

体制、技术、财务上均保持良好状态，项目显现的效果具有非常高的可持续性。 

   综上所述，可以给予本项目高的评价。 

 

4.2 建议 

4.2.1 对实施机构的建议 

（1） 为了加强中日电视台之间的合作，吉林电视台根据与日本东北放送签订的友好合作协

议，今后有望发挥主导作用，通过交流扩大人员交往，实现节目的共同制作。 

（2） 吉林教育电视台与 NHK 共同制作的《当环保成为一种习惯》节目在 2009 年完成了 10

次左右的播出，在近年来中国国内环保意识进一步高涨的大环境下，该节目作为有助

于环境教育和宣传的课件性节目，今后应充分加以利用。环境问题也是 JICA 在中国

的重点合作领域，该机构正在实施多个与环境有关的项目，希望吉林教育电视台与

JICA 中国事务所沟通协调，探讨该节目在 JICA 环境相关项目以及 JICA 参与的中日

合作项目（项目、活动等）中使用的可能性。 

 

4.2.2 对 JICA 的建议 

（1） 希望进一步利用吉林教育电视台制作的《当环保成为一种习惯》节目，探讨将其运用

在正在实施的 JICA 环境相关项目、市民参与型活动以及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等项

目中的可能性等，努力使本项目的成果得到运用和普及。 

 



 

 22 

4.3 经验及教训  

（1）明确设备器材采购过程中多个实施机构的责任分工 

本项目以 3 个实施机构（吉林电视台、吉林教育电视台、吉林广播电视大学）

为对象实施设备器材采购，吉林电视台的项目内容，包括了建筑设备、演播

室设备、制作用设备等众多设备和器材。其用途、使用场所和管理人各异。

在实施采购之际，以明确设备器材负责人的形式进行了采购包的组合，并配

合非日元贷款范围的土建工程进度，在中途对采购包进行了灵活的重组和追

加。实施机构吉林省人民政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对上述采购包的变更等

工作进行了统筹管理，发挥了领导力，承担了对整个采购过程的执行监理，

使得项目在计划进度内完成采购，得以顺利完工。由此可以看出，在多个运

营组织参与项目的情况下，事先对采购包的构成以及负责采购执行监理的各

组织间的责任分工加以明确非常重要。 

 

（2）配备精通专业术语的翻译人员及翻译人数与赴日研修人员人数相匹配的必要

性 

在对本项目赴日研修人员的小组采访中，评估专家了解到如下要求：为了掌

握研修过程中传授的技术，希望配备通晓播出技术专业术语的翻译人员，并

应配备与研修人员人数相匹配的多名翻译人员。尤其是在以学习前沿技术为

目的的研修中，是否配备可对该技术进行充分说明的翻译人员将影响研修效

果，在翻译人选以及人数的配置上应充分注意。 

终 



 

 23 

主要计划值/实际值的对比 

项  目 计  划 实际情况 

①  项目产出 

【硬件部分】 

 

 

 

＜吉林电视台＞ 
 广电中心设备（演播室改造、

电梯、空调等） 
 演播室设备（数字摄录机、

数字编辑机、监视器等） 
 转播车 
 广电中心建设（非日元贷款

范围） 
（共计6个包） 

 
 
 
 
 
 
＜吉林教育电视台＞ 
 演播室设备（数字摄录机、

数字编辑机、非线性编辑系
统等） 

            （共计1个包）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 
 演播室设备（虚拟演播室系

统、高清摄录机、数字字幕系
统等）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校舍建设
（非日元贷款范围） 

（共计1个包） 

 

＜吉林电视台＞ 
 电视传输设备 
 广电中心设备（演播室照明装
置、电梯、空调、电源装置等） 

 演播室及数字电视播出系统
（数字摄录机、数字编辑机、
监视器等） 

 数字广播播出录音与传输系
统 

 媒体资产管理系统（追加） 
 转播车 
 广电中心建设（非日元贷款范
围） 

（共计8个包） 
 

＜吉林教育电视台＞ 
 演播室设备（数字录像机、数
字编辑机） 

 数字转播车系统（从演播室系
统变更为转播车） 

 非线性编辑系统 
（共计1个包）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 

 演播室系统（高清摄录机、数
字字幕系统、数字音频工作
站、照明设备等） 

 IT 系统（由虚拟演播室系统
变更为计算机服务器、网络设
备、视频会议系统等） 

 HD及网络用非线性编辑设备 
 办公及教学设备（追加）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校舍建设

（非日元贷款范围） 

           （共计1个包） 

【软件部分】 
＜吉林电视台＞ 

 节目制作、编辑、播出相
关研修（3个月×11人） 

 购买日本节目的播出权 
 与日本电视台共同制作节

目 
 

＜吉林教育电视台＞ 
 节目制作、编辑、播出相

关研修（3个月×2人） 
 获得文部科学省媒体教育

开发中心（NIME-WORLD）
的节目 

 

＜吉林电视台＞ 
 节目制作、编辑、HD电视技

术、媒体管理相关研修和协
议（各约1周×40人）未购买
播出权，未共同制作节目 

 
 
＜吉林教育电视台＞ 

 节目制作、编辑、播出相
关研修（约 1周×3人） 

 共同制作节目 1 部（拍摄
录制组一行共 4 人赴日，
与 NHK共同制作了节目《当
环保成为一种习惯》） 



 

 24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 
 节目制作、编辑、播出相

关研修（3个月×2人） 
 与日本广播电视大学合作 

 未能获得 NIME-WORLD的节
目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 

 节目的制作、编辑、播出
相关研修（约 1周×2人） 

 未与广播电视大学合作 

【咨询服务】 
a) 采购相关内容 

① 协 助 制 作 详 细 设 计
（D/D）及事前资格审查
（P/Q）文件（技术方面） 

② 协助得出 P/Q 评估结果
（技术方面） 

③ 协助制作招标文件（技术
方面） 

④ 协助评估招标结果（技术
方面） 

 

(b) 研修相关内容 
① 协助实施赴日研修 
② 协助与日本电视台共同制

作节目 
③ 协助购买日本节目的播出

权等 

 

(a) 采购相关内容 
① 协 助 制 作 详 细 设 计

（D/D）及事前资格审查
（P/Q）文件（技术方面） 

② 协助得出 P/Q 评估结果
（技术方面） 

③ 协助制作招标文件（技术
方面） 

 

 

 

(b) 研修相关内容 
① 协助实施赴日研修 
② 协助与日本电视台共同制

作节目 

 

②  项目时间 2004年3月－2009年12月 

（70个月） 

按计划 

③项目成本 
  外币 
  国内配套资金 
 
 
  合计  
  其中日元贷款 
  换算汇率 

 

4,375百万日元  

988百万日元  

（人民币）69百万元  

 

5,363百万日元  

4,375百万日元  

1元  ＝14.3日元  

（截至2003年9月） 

 

4,328百万日元  

762百万日元  

（人民币）56百万元  

 

5,090百万日元  

4,328百万日元  

1元  ＝13.7日元  

（2004年－2012年平均） 

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