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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后本土化时代城市电视台竞争策略 

吕伟远 

[南宁电视台，广西  南宁  530022] 

[摘要] 电视竞争已进入后本土化时代。 区域化、本土化、贴近性已不再是城市电视台的独家

专利，当省台地面频道和城市电视台都高举区域化和本土化大旗时，城市电视台独有的优势已经消

失。城市电视台如何创造新优势？只有在立足本土的前提下，悟透本土、服务本土、影响本土、感

动本土，以比本土、我更“土”， 比贴近，我更“近”， 比灵活，我更“活”的资态，将城市特

有的文化资源融入电视，成为城市电视台生生不息的血液，才能赢得一线生机。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作者、哲学家卡尔·波普有句至理名言：“徒有民主的架构是不够的，

因为填到架构里头去的，还是你自己的传统的文化；如果传统文化长不出民主的新精神来，那个架

构是没多大用的。”卡尔·波普说的虽是民主政治，但对城市电视台来说，同样是醒世名言。 

如果把当今的电视比作架构，那填到架构里头去的，就应该是城市特有的本土文化。 

近年来，省级电视台在“上天入地”、“跑马圈地”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停过区域化、本土

化、贴近性、服务性的探索和实践，无论是江苏电视台的《南京零距离》，湖南电视台的《第一时

间》，还是广西电视台的《新闻在线》，都在区域化、本土化、贴近性、服务性的大旗下取得不俗

成绩，这种现象在全国所有的省会城市都存在。新闻是城市电视台的立台之本，民生新闻又是城市

电视台新闻队伍中的主力军，但省级电视台借助规模、资源、资金、人才等优势，在民生新闻领域

已处在领跑位置，严重挤压了城市电视台的生存空间，城市电视台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 

面对广播电视飞速发展变化的今天，创新和突破无处不在，精彩和震撼随时都会出现，城市电

视台要真正立于不败，必须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城市电视台不可替代的优势在哪？关键就是如何塑



造城市电视台独有的核心竞争力。 

   在广西南宁，电视业竞争同样硝烟弥漫，经过2006年起开始的南宁片区电视整体数字平移，南宁

电视用户收看的频道从30多个猛增到70多个。本土频道有11个，其中广西电视台7个，南宁电视台4

个。目前南宁地区竞争最激烈是在民生新闻领域，有代表性的民生新闻栏目广西电视台有两档：

《新闻在线》、《法治最前线》。南宁电视台也有两档：《新闻夜班》、《有话日日倾》。有趣的

是，这两档栏目无论是受众眼中，还是在两台之间，均处在捉对嘶杀状态。 

据央视索福瑞最新统计，南宁地区2007年全年晚间市场份额中：中央电视台约占30%左右，广西

电视台约占37%，南宁电视台约占23%，其它省级上星电视台约6%，其它频道4%。其中南宁电视台市

场份额较2006年增长5个百分点。在频道增加的前题下南宁电视台市场份额不降反升，原因何在？笔

者认为，南宁电视台是在立足本土的前提下，悟透本土、服务本土、影响本土、感动本土，以比本

土、我更“土”， 比贴近，我更“近”， 比灵活，我更“活”的资态，将城市特有的文化资源融

入电视，成为城市电视台生生不息的血液，才能赢得了这一线生机。 

一、比本土——我更“土” 

这里的“土”，不是俗，而是对本土文化的一种理解、一种感悟，进而成为栏目的一种资源，

一份养料，一种味道。城市电视台要想提升竞争力，必须在 “土”字上下功夫。 

我们国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每一个省（区）、市都有属于自己的丰富的文化历史资

源。这种本土文化生于厮、长于厮，本地百姓对本土文化有一种天然的认同感和亲近感，有着其它

文化无法比拟的吸引力。本土文化包括了宗教、风土民情、众生群像、民间俚曲、礼俗好尚等说不

完道不尽的故事。把本土文化中的健康元素有机融入电视栏目，会产生极强的吸引力。南宁电视台

幽默新闻栏目《有话日日倾》的迅束走红就是最好的例证。 

2006年6月，南宁电视台创办了一档以编辑城市交换新闻为主的幽默新闻栏目《有话日日倾》，

这档开办之初只有三个人制作的时长30分钟、相对于其它新闻栏目来说有点离经叛道的栏目一经推

出，迅束走“红”，收视率半年内暴涨20多倍，市场份额最高突破30%，主持人“高佬”、“神仙姐

姐”成为南宁本土最红的“明星”，并彻底改变南宁人晚六点不看电视的习惯。《有话日日倾》的

成功有多方面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和本土文化的融合。 

启用本土主持人，进行本土化包装 

人是文化中最重要的因素，没有人也就没有了文化，文化是人创造的，本土文化中要突出人。

他们是一笔特别的文化财富，当地的文化与他们密不可分。 

过去由于语言和口音的的限制，南宁地区无论是省台还是城市台，新闻栏目大多使用北方出生

北方长大的主持人，但对南宁观众来说，总觉得有一段无形的距离感，缺少一种“地方味道”。

《有话日日倾》大胆启用南宁出身长大、说相声演小品出身年过50的“高佬”做主持人。一条普通

的外地新闻，经过“高佬” 用浓浓南宁味普通话“说、学、逗、唱”，立刻增添了本土味道。“高

佬”一经推出，就迅束抓住受众“眼球”，老少通吃，迅速走红，成为当时本地最红最受欢迎的主



持人，成为栏目最好代言人。 

主持模式借鉴对口相声，一段导语就是一段相声小品 

《有话日日倾》栏目除“高佬”外，还有一个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主持人“神仙姐姐”，借

助相声里逗哏和棒哏的模式，在每段导语上做足文章。成为一种独特的“方言相声”。如2008年1月

3日节目第一条新闻“上海：岁末收藏热   真假有几何”导语： 

高    佬：（甩者胳膊走进主持台）哎哟！神仙姐姐，你说胳膊酸可怎么办？ 

神仙姐姐：胳膊酸？这几天都干嘛去了？ 

高    佬：呵呵（得意状），也没干什么大事，就是这几天天气特别好，我每天下午就趁太阳

公公上班，把我的钱搬出来晒一晒！我晒的那些钱，你知道吗？很重，那个~~~~~ 

神仙姐姐：小高，你等等，你最近发财了？ 

高    佬：呵呵（得意状），这你就不懂了，那天我在路边，有个人过来说，有一堆纪念币，

他没地方放，打算不惜血本，便宜卖给我，我就全买下了！呵呵（得意状）！ 

神仙姐姐：什么？纪念币？我看看。 

高    佬：（拿起一个东西）捻！就是这个了1 

神仙姐姐：哎！这是纪念章还是纪念币？它们可有差别哦！ 

高    佬：啊？不会把？ 

每当“高佬” 和“神仙姐姐”两人每天下午六点在电视上一唱一和，许多南宁的大叔大妈就会

锁住频道。这种语态外地人听了也许别拗，但南宁人听了亲切，这就是南宁人的根。如果我们抓住

了南宁人的根，我们的栏目就多了一份养料，多了一种味道，一方水土养一方栏目。不做满汉全

席，专做地方小吃，《有话日日倾》就象一道地道的风味小吃，很快在众多新闻栏目中脱颖而出。 

二、比贴近，我更“近” 

这里的“近”，不仅是地域上的近，题材上的近，而是心灵的贴近，情感的亲近，是一种深入

本土受众骨髓的 “近”。 

服务性是所有新闻栏目的招牌。但有时服务性往往飘在空中，居高临下，成为一种高谈阔论式

的服务，这种服务缺少一个字——“情”，要真真正正做到贴着地皮的零距离服务，关键是“心

态”，核心是“情感”。以解决自家问题的态度去做服务，以关心亲人的角度关注弱势群体，这几

年南宁电视台找到的一种深入本土受众骨髓的“近”。现举一例： 

南宁周边的许多大石山区，缺粮、缺水、缺路，更缺钱。许多山里孩子还为上学发愁，辍学的

孩子很多。当南宁电视台记者在采访中了解这一情况后，及时向台领导做了汇报。为了能给孩子做



一点实实在在的帮助，2003年，南宁电视台在广西率先发起帮扶贫困学童的大型公益活动 ——“爱

心改变命运”。 

每年的岁中和岁末，南宁电视台都要利用两个月的时间，深入大石山区，深入报道一批品学兼

优的贫困学生的生活状况，四年来，行程上万公里，募集善款上千万元，解决了近五千个贫困中、

小学生和大学生的上学问题。 

“爱心改变命运” 大型公益活动的推出，极大地拉近了电视台与市民心灵上的距离，也带动了

全区媒体大型公益活动热潮，引起区、市党委政府的高度重示，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奇葆发出了“决

不让一个孩子应贫困而失学”的号召，南宁市委市政府把“爱心改变命运”上升为全市性的大型公

益活动，今年就利用这个活动募集善款960多万元，解决了4000多贫困大学生的上学问题。 

对市民热点问题的关注，无论是柴米油，衣食住行，《新闻夜班》每年都会围绕这先热点问题

做大型策划，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现在，《新闻夜班》的热线电话已成为南宁市最热的公共

热线之一，许多市民一有困难，首先想到的就是夜班热线。 

三、比灵活，我更“活” 

与省台相比，城市电视台无疑是个小台，船小好调头，机动灵活是城市电视台的另一竟争法

宝。仅举一例： 

在南宁地区，南宁电视台的民生新闻栏目《新闻夜班》和广西电视台的民生新闻栏目《新闻在

线》竞争最为激烈。《新闻夜班》与《新闻在线》时长相当，但人力投入只有《新闻在线》的一

半，在这种困难条件下，2007年《新闻夜班》平均收视率达到7.582%，略高于《新闻在线》的7.53

1%。《新闻夜班》的成功有多方面原因，其中机动灵活的编排功不可没。 

《新闻夜班》创办之初只有15分钟，2002年5月扩为20分钟，2003年，我们敏锐抓住了全国民生

新闻风起云涌的发展脉搏，在南宁推出第一档40分钟的大型民生新闻栏目，这档大型民生新闻一经

推出，两个月之内收视上涨40%，半年之内收视率长了三倍。 

2004年广西电视台创办了一档从形式到内容都与《新闻夜班》一样的民生新闻栏目《新闻在

线》，《新闻夜班》的区域化、本土化、贴近性的优势彻底消失。2005年底，是《新闻夜班》成长

史上的困难时期，广西台的《新闻在线》通过不断变身，以多于《新闻夜班》一倍以上的人力投

入，收视率第一次超越《新闻夜班》，并拉大与《新闻夜班》距离，最多时收视率高出《新闻夜

班》5个点。除了机动灵活的编排，《新闻夜班》已无任何资本打翻身仗。 

2006年6月，通过多方认证，《新闻夜班》进行了一次大调整，在提高栏目质量同时，一举推前

两个小时播出，经过半年努力，《新闻夜班》收视率再次超越《新闻在线》并在2007年稳座本地自

办栏目收视率第一宝座。 

克隆是当今电视界的一种常态，但型可以克隆，神无法克隆，只要城市电视台在立足本土的前

提下，悟透本土、服务本土、影响本土、感动本土，以比本土、我更“土”， 比贴近，我更



“近”， 比灵活，我更“活”的资态，将城市特有的文化资源融入电视，成为城市电视台生生不息

的血液，城市电视台就会赢得一线生机。 

（注：此文系城市电视台2007新闻理论研讨会文章，已收入论文集，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 

（编辑：贾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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