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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the programs of reality show are rising. It has created a new form of entertainment. But 
the reality shows in China and South Korea are differen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and 
South Korean reality shows in the global view, we discussed how to speed up the upgrading of 
Chinese cultural soft power,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open up the 
cultural market. 

 
Keywords 
Reality Show,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Cultural Soft Power,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中韩真人秀综艺节目比较 
—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加快文化产业发展 

张文佳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 桂林 
Email: 1007062246@qq.com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dx.doi.org/10.12677/ass.2015.41002
http://www.hanspub.org
mailto:1007062246@qq.com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mailto:1007062246@qq.com


中韩真人秀综艺节目比较 
 

 
8 

收稿日期：2015年3月25日；录用日期：2015年4月13日；发布日期：2015年4月17日 
 

 
 

摘  要 

“真人秀”节目的兴起，使得综艺节目开创了一个新的娱乐形式，但在真人秀节目的发展上中韩两国出

现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现状，通过对中韩两国真人秀综艺节目的分析，将文化发展放在全球化的视野下讨

论如何加快提升中国自身的文化软实力，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开辟自己的文化市场。 
 
关键词 

真人秀，发展现状，文化软实力，文化产业发展 

 
 

1. 引言 

真人秀最早出现在美国，目前仍是一种年轻的节目形态，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美国电视艺术与

科学学院对真人秀节目的特点做了总结：“其一是在所谓‘真实’条件下发生的具有娱乐要素的戏剧

性事件，其二是具有游戏节目的特点[1]”。标志着真人秀节目成熟的是美国 CBS 制作的《生存者》。

这种综合性的电视节目具有纪实性、戏剧性以及娱乐性和互动性。这种新兴的电视节目在各国经过“本

土化”之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受到观众的追捧，成为电视娱乐节目的重要组成。虽然西方最

早开始出现真人秀节目，但是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使得西方真人秀节目始终打不开东方市场，然而居于

东方世界中国和韩国在真人秀节目上做着自己的努力，相比较之下，韩国在自己的真人秀节目上做出

了自己的特色和品牌，作为文化大国的中国在引进真人秀节目时却总是踩着韩国的脚步，为了实现向

“文化强国”的转变，中国在电视真人秀节目上又该如何做出特色，提升自身的文化软实力，加快发

展文化产业的步伐。 

2. 中国真人秀节目的发展现状 

2.1. 电视真人秀在中国的兴起 

中国电视真人秀节目兴起于 2000 年，广东电视台推出的《生存大挑战》节目是国内最早的真人秀电

视节目。此后多家电视台尝试制作真人秀节目，但早期的真人秀节目由于不能突显主流社会价值观念，

无法与大众接受习惯相适应，使得这一刚刚发展起来的真人秀节目站在了质疑的中心，慢慢淡出中国电

视节目。直到 2003 年，真人秀节目经过中国“本土化”的改造，打开了真人秀节目在中国电视节目的新

局面。2003 年，中央电视台的《非常 6+1》在二套开播，这档以真人表演、同台竞技、观众淘汰配以王

牌主持李咏幽默诙谐的主持风格的真人秀节目，满足了观众对娱乐节目能够娱乐大众、高度参与的要求，

获得了同一时段娱乐节目的高收视率。几乎在同时，湖南卫视这个以娱乐定位的卫视台制作了《超级女

声》掀起了国内选秀真人秀的热潮，并成功使真人秀这一节目形式打开了年轻人的市场。之后几年内“全

民海选”“选秀”类的节目层出不穷，不断被模仿，但从未有超越性的突破。就近几年来看，平民化的、

草根性的真人秀节目的成功被《星光大道》独揽，甚至其参赛选手不论得奖与否只是作为选手就已经踏

上了自己的成功之路，而在《星光大道》获得冠军的变成了上春晚舞台表演的直通车。 

2.2. 中国电视真人秀节目的类型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真人秀节目被引进中国并迅速发展，经过“本土”的改造，中国电视真人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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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找到了与中国受众的结合点，形成了自身的节目类型。 
选秀类真人秀节目：在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获得成功之后，各大卫视台竞相模仿，千篇一律，

纷纷开始以《超级女声》为模版的选秀节目。不过节目给了大众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人们纷纷有了勇

气，将自己展现出来，增加了大众与媒介之间的互动，提高了受众的参与度，所以这也是这类真人秀节

目依然占据着电视节目的重要地位的原因。 
婚恋类真人秀节目：这类真人秀节目以为男女找到自己的理想一半为目的，将人们的日常生活的一

部分搬上荧屏。但起初由于受到收视率的操控，一些相亲类节目的制作对参与人员进行了角色设定，只

突出了娱乐性，完全忽略了其真人秀节目要求的真实性，与主流价值观产生严重冲突，后被叫停整顿，

重新恢复了婚恋类真人秀节目的规范与秩序，成为中国真人秀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闯关类真人秀节目：最早的室内闯关真人秀节目应属央视二套的《开心辞典》。将闯关类真人秀节

目推广的依然是湖南卫视，2008 年，为了宣传北京奥运会，湖南卫视推出了大型户外闯关类真人秀节目

《智勇大冲关》，之后各个电视台也开始推出室内或户外的闯关类节目。节目有大型的设备设置的游戏

机关，闯关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有的游戏项目则可获得节目所提供的最高奖励。这类真人秀节目没有

对参与者的过分关注，只是简单介绍自己的名字，而节目吸引受众的关键在于游戏机关的设置以及闯关

者在闯关过程中成功或失败的瞬间。 

3. 韩国真人秀节目的发展现状 

作为亚洲真人秀节目的开拓者—韩国已经将真人秀节目做到相对成熟。韩国的三大主流电视媒体 
KBS、MBC、SBS 在相互竞争之中制作出具有自己特色的电视节目与电视剧，真人秀节目的引入更是为

其节目制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自己的节目风格，拥有自己的节目特点。 

3.1. 节目嘉宾 

为了在收视率之战中获得有利地位，一般节目嘉宾会邀请一些当红的偶像歌手、影视演员。在韩国

这个文化发展迅速的环境之下，每一个偶像歌手和影视演员身后的粉丝团队都是一个提高收视率的致命

要素。不论是室内小场景的真人秀节目还是大型野生户外生存型的真人秀节目，“明星效应”是必不可

少的。同时，每一档真人秀节目都会有自己的固定嘉宾，一般固定嘉宾的设置会从年龄分层、领域区别、

角色设置去考虑，每个人在节目中都表现出自己的性格特点，力图涵盖主要收看人群的年龄和兴趣，从

而保证自己的核心受众不会流失。 

3.2. 主持人的选择 

摄制组会根据节目的总体定位选择一些王牌主持、韩国名嘴或者当红谐星，主持人临场发挥有时会

成为节目的点睛之笔。从节目总体来看韩国的真人秀节目一般会淡化主持人的作用，主持人一般是介绍

嘉宾、游戏规则，保证节目的整体性，甚至需要制造笑点。当然，主持人毕竟是节目的核心，而王牌主

持也同样能够确保自身节目的一部分收视率，是节目能够尽快录制、顺利播出的基础。 

3.3. 前期投入及后期制作 

韩国在上档一个节目之前一般会找台内的制作人进行策划，会聚集作家、演出者、导演等核心成员

多次对节目的细节进行开会讨论，在节目开播之前会在电视、报纸等各大媒体进行全方位的宣传报道，

从前期的策划、造势就会投入相当大的精力。后期制作上，一般突出演出者参与的情况，使用字幕和特

技突出要表达的笑点等，“比如有些环节，编导往往会将同一场景从多机位角度拍摄并且剪辑到一起，

或者是将一个镜头反复回放但就是不放结果，造成一种悬念[2]。”甚至是一些未开机时无意录下的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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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点的镜头也不删减而是放在节目中播出，突出其真实记录的特性。 
字幕的添加除了标明台词，说明画面内容，还有编导依据画面人物表情、关系创造潜台词。字幕更

多被赋予的是娱乐功能[3]。一般主持人嘉宾出错、冷场的地方不会删减，而是用字幕过度，让节目流畅

的同时显得更加真实。 

3.4. 节目设置和节目标识 

节目的环节设置一般会注重娱乐性与真实性的结合，像在看记录片一样但又不乏搞笑的点在其中，

不同于纯娱乐节目为了娱乐而搞笑，也不同于纪录片记录式的手法。在真人秀的节目中要不停地完成剧

组设置的任务，在任务的执行中连贯整个节目。韩国不仅是真人秀节目，所有的综艺娱乐节目几乎都有

自己的节目标识，而节目标识的设计都是图文结合，突出节目的特点，例如《Running Man》就是将节目

名字与奔跑的小人的形象相结合，在节目中涉及到节目所需道具也都贴着字母“R”；生存类真人秀节目

《丛林的法则》通过将韩文设计成小岛的样子，来突出节目的特点；明星假想结婚节目《我们结婚了》

的节目标识就是男女亲密的样子与爱心相结合，充满了浪漫的色彩。这些节目标识也成为了节目的特色，

让节目有了更多的认知点和记忆点。 

4. 中韩真人秀节目的对比 

4.1. 节目场景 

就中国真人秀节目来说，场景设置比较单一，多是在演播室进行，只有大型挑战闯关类真人秀节目

由于场地要求有些会设置在室外，就算是处在中国娱乐节目领先地位的《快乐大本营》也是以演播厅为

主，穿插会有外景的拍摄。但就韩国来说，将拍摄场面扩大早已成为真人秀节目必须的要素，早先的《情

书》《X-Man》就像现在的《快乐大本营》是以演播厅为主导的拍摄场景，自《家族诞生》之后以外景

拍摄为主导的真人秀节目开始占领市场，近两年来《Running Man》《丛林的法则》和《我们结婚了》收

视率居高不下，尤其以《Running Man》为代表，拍摄时间长达一到两天，拍摄场景已经扩展到了海外，

这使得这个节目不仅打开了韩国本国的市场，也打开了海外市场，潜移默化中将韩国文化渗透到了海外

文化中。节目中动用的交通工具也不仅限于汽车，甚至轮船、直升飞机都在节目中一一亮相。 

4.2. 节目内容安排 

中国的各类真人秀节目的节目内容都过于单一，婚恋类就只以找到合适的异性为内容；闯关类就只

针对闯关内容而取材；选秀类就通过固定的海选，观众评审选出有才能的人为目的……而《快乐大本营》

这个王牌节目已经发展成为了纯娱乐节目，成为明星偶像的一档新电影、一张新专辑面对大众宣传的跳

板，节目内容不过是一些乏味的、众所周知的明星“爆料”，几乎不会偏离“宣传”的方向，简单的游

戏设置、主持人的浮夸表现、观众的盲目崇拜，使节目内容越来越没有营养。 
反观韩国的真人秀节目，除了内容定位上突出节目的特色，整个节目内容走向都被节目制作团队把

控。《Running Man》这一大型户外真人秀节目从整体上节目内容固定，但由于场景设置庞大，一些韩国

传统市场、韩国村落、韩国饮食被融合进节目，在韩国文化的大环境下，加上节目中紧凑的节目内容，

类似挑战自我的游戏设置，使整个节目的含金量增高，看点增多。《丛林的法则》这一生存型的真人秀

节目可以说是 CBS《生存者》的韩国版，但与 CBS 不同的是，韩国这一节目是以团队生存为内容，团队

成员包括当红的演员、偶像歌手、搞笑艺人，这一节目除了在内容上展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们回

归自然的生存现状，还会安排整个团队与当地的原住民进行接触，向观众展现人与人之间交流。这也成

为这档节目做出的自己的特色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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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真人秀节目发展现状 

中国真人秀节目一直在波折之中发展，早先的婚恋类真人秀节目《非诚勿扰》由于节目内容过于偏

激被叫停，而整体的婚恋类真人秀节目一直不温不火。而以娱乐定位的湖南卫视在《超级女声》一炮打

响之后，此后的选秀类节目也是每况愈下。中国的真人秀节目陷入了一种模仿、跟风的怪圈。在狭小的

角落里，幼稚的电视台无序竞争，节目制作没有创新性，不仅是瞄准国内高收视率的节目来模仿，甚至

是照搬国外的节目来制作，即使是购买了的国外节目制作的版权也没有做出自己的特色，这种恶性循环

导致电视台没有自己的品牌节目，反而缺失了节目的竞争力，也使受众流失。 
韩国的真人秀节目在上档之前都会尽力避开竞争电视台同时期的节目，以达到自身收视率的保证。

除了避开上档日期，在内容上如有相似之处也会及时修改，不做雷同或模仿的节目。对于引进节目而言，

也是经过韩国自己改编，并不是整套节目照搬，甚至连节目名字都不改。《丛林的法则》可以说是 CBS
《生存者》的韩国版，虽然节目主题都是在原始深林中如何生存，但韩国做出了自己的固定模式，即真

人秀节目中不可少的固定嘉宾以及每期的偶像嘉宾，从单人的生存转为团队共同生存，并且要到当地原

住民聚居地生活。这档节目不仅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在队员与原住民接触时也展现出人与人之

间的交往关系。做出了属于自己的生存类真人秀节目品牌。 

5. 提高自身文化软实力，加快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5.1. 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现状 

5.1.1. 经济发展与文化软实力发展不平衡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但是文化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的脚步，一些文化基础建设比较落后，没有

清楚认识到文化产业自身较大的潜力和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特别是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发展呈现

出一定的滞后性，人们思想道德素质上还有不少问题存在[4]，文化领域中文化垃圾依然屡禁不止。 

5.1.2. 国内文化产业的竞争力不足 
国内的文化产品创新能力差，技术水平较低，设备使用有限，缺乏高素质的技术、策划、市场营销

人才，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低下。国内节目行业内发展不稳定，节目制作质量参差不齐，从综艺节目到

影视作品跟风、模仿明显，形成了产业内的恶性循环。文化领域的体制改革相对缓慢，制约和阻碍了文

化产业的发展[5]。国内规模较大、发展稳定、有独特性的文化单位、集团和品牌较少。而传媒行业审查

较为严格，以事业单位形式存在较多，市场化、产业化程度低，导致文化产业发展活力不够，竞争力不

足。 

5.1.3. 外来文化的冲击 
第一是西方的文化霸权，不仅冲击着大众文化，同时也影响了精英文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

充斥着世界市场。由于东西方的文化差异，美国的电影、电视节目和电视剧在国内受到追捧，随之而来

的是美国文化的强行进入，美国的节日、派对文化，甚至使美国的神话故事都深入人心，许多人不再期

待中国的春节，而去庆祝圣诞节；不知道七夕是什么时候，却记得在 2 月 14 日买巧克力；没有读过《山

海经》，却熟知吸血鬼、巫师和狼人。当代文化霸权的手段已经逐渐隐藏在商业背后。西方物质生活方

式所携带的文化信息逐渐深入人心，潜移默化地影响不同社会阶层和年龄层次的人们，尤其是中国的青

少年，使人们在价值观念方面产生异化，导致人们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合法性”的认同[6]。 
再有就是以韩国为代表的东方的文化渗透。以韩剧为主，包括韩国组合、韩国综艺节目、韩国歌舞、

韩国饮食等在内的韩国文化席卷亚洲。在文化产业上冲击了我国的文化行业，湖南电视台就多次购买引

进韩国综艺节目，翻拍韩国电视剧，但几乎都未取得大的成功，唯独使得韩国文化深入人心。学习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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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韩国饮食，甚至整容瘦身都成为国民追捧的时尚。不得不说，韩国在自己成功的文化发展道路上确

实冲击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5.2. 面对挑战提升自身文化软实力，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办法 

5.2.1. 重拾文化自信，增强文化危机意识 
面对东西方文化潮流的冲击，要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与保护，增强文化霸权和文化渗透所带来

的文化危机意识，始终保持对自己文化的认同，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保持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文化不

受冲击，增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和普及。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今世界，只有增加自身的文化凝

聚力，坚守本民族的优秀文化，适当的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为我所用，才能在世界文化市场中立足。 

5.2.2. 传媒行业的自身发展 
行业内要针对目前国内的文化大形势，立足长远，不能只是一味的追求商业利益和高收视率，避免

跟风和模仿导致的电视节目、电视剧在内容和形式上大量的“撞车”，突出自身的节目特色和定位，提

高创新型，开创自己的品牌节目，增强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加大对节目质量的要求，增加人力、物力和

财力的支持，引进先进的设备，追求精致、细致的节目制作内容，增加节目的市场竞争力。 

5.2.3. 法律法规的制定与监督 
完善与文化产业发展以及传媒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文化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放松对节目审

查的力度，鼓励节目内容的多样化，但要保证节目制作在法律法规的规范下完成。加强行业内、政府以

及民众的监督职能，发挥媒体本身的文化导向功能，正确引导娱乐节目、影视剧的发展，推动我国文化

软实力的提升，以及我国文化产品走入世界市场。 
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不仅是自身内部的发展过程，同时是文化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在文化高速发展的

当今社会，只有善与借鉴、博采众长，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才能在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只有逐步克服

自身文化的狭隘和片面，日益丰富自身文化，增加创新能力，才能提高自身的文化软实力，加快自身的

文化产业健康、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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