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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电视发展格局中，省级卫视如何定位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国省级卫视经历了无定

位的“大一统”时期，强调竞争的“泛专业化”时期，成功者寥寥，大部分要么铩羽而归，要么苦

撑危局。卫视频道本来是一种稀缺资源，理论上可以形成全国性品牌，而现实中为何难如人意呢？

本文试图探讨个中缘由。 

由“大一统”走向“泛专业化” 

我国省级电视台完成由地面频道向卫视频道的转换，是在政策指令下进行的，只强调保证本地

区电视覆盖的政治任务，不考虑经营成本，结果都办成了清一色的“新闻综合频道”。频道之间无

特色、无差异，加上当时内容资源匮乏，频道重复设置带来同质化的恶性竞争。 

2000年以后，人们开始寻找省级卫视实现战略突围的办法，省级卫视刮起一股“改版”、“变

脸”旋风，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云雾间。这其中有的具备一定的战略意识，有的只是进行

“概念”炒作，有的则是简单盲从…… 

此间，湖南卫视开始向“娱乐”方向汇聚力量；安徽卫视提出“主打电视剧”思路后，不断积

蓄内容资源。从后续发展看，这两家卫视成功贯彻了自己的战略定位，在同类资源的开发和使用

中，渐渐拉开了与竞争对手的距离。 

与上述两家卫视频道相比，大多数省级卫视片面地将差异化竞争理解为各找一个专业方向，或

制造一个名词概念，频道定位走上“泛专业化”的路子，结果命运多舛，无法打造强势品牌。 

2002年1月28日，海南卫视更名“旅游卫视”。名称看似专业，但核心资源稀少，形不成忠诚观

众群，2004年不得不改弦易辙。此后，上海卫视、北京卫视提出荟萃全台精华，把卫视办成“精品

节目集纳上星”频道；湖北卫视提出“公益立台”，重庆卫视要打造“公信频道”，江西卫视提出

“从‘心’出发，将服务进行到底”的口号，浙江卫视定位“文化”，云南卫视举起“区域民俗”

特色的旗帜，陕西卫视要渲染“汉唐”气质；贵州卫视刚刚提出“西部黄金频道”的概念，四川卫

视即扯起“西部魅力频道”的大旗与之对垒……这些频道定位或宣传口号的提出，虽然较之“大一

统”时期有了明显的进步，至少在观念上意识到竞争的必要性和紧迫感，但是由于大多没有经过缜

密的市场调查，缺乏科学论证过程，是一种传者主导的主观定位，故而难以通过受众市场的检验。



事实上，根据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2003-2005年提供的数据，3年来每年仅有4-5家省级卫视能

够跻身全国性频道行列（该公司提出达到全国性频道的三个条件是：①全国城市覆盖率达到70%以

上；②全国收视市场份额达到1%；③在全国市场具有一定的品牌号召力）。大多数省级卫视只能称

为准全国性频道或退化为区域性频道，其卫视频道的市场价值大大缩水。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对

现实国情的正确解读，不了解中国观众的真正需求，盲目借鉴西方理论，片面理解“专业化”并在

操作过程中将其“泛化”，使频道定位或空洞或模糊，或不能形成上下游的产业链，结果导致经营

乏力，陷入困境。 

由“泛专业化”回归“小一统” 

既然追求差异的“泛专业化”路径不通，各卫视频道开始寻求某种定位的回归，在看似相同的

外表下追求特色的不同，以破解同质化竞争的弊端，这是“小一统”的实质，即“和而不同”。 

“小一统”的选择有着深刻的现实依据。 

第一，频道专业化是以适度的观众规模为前提的，观众群的培育需要一个过程，专业频道的发

展应当与之相适应，进行渐进式改革。而现阶段我国主导收视的仍然是大众化人群，分众化消费群

体处于游移状态，不具备消费市场的稳定性，如果急于进行专业化定位，必然带来频道的生存危

机。因此面向大众化兴趣的“小一统”定位，以迎合主流人群的需求为现实选择，不但能够解决生

存需要，同时还以特色栏目的培育“孵化”着未来的专业频道，这不能不说是省级卫视现行定位的

两全之策。 

第二，专业频道必须有充足的专业性节目来支撑，而专业性节目生产量不足是专业频道难以为

继的重要原因。据国家广电总局统计，截至2005年底，全国共有2279个电视频道，全年播出1283万

小时的电视节目。如果这其中有一半节目为首播的话，那么，全年节目需求量就是640万小时。而目

前各电视频道全年节目自制能力仅为80万小时，1200多家民营制作公司每年生产节目也只有5万小

时，其中80%还是电视剧①。 

专业频道成功的关键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目标观众对不同节目的收视需求，以积聚足够的“人

气”。不“专业”的节目必然导致慕名而来的原本就稀少的目标人群逐步流失，使节目营销陷入恶

性循环。因而，寻求大众化的、低成本的节目来经营频道，便成为省级卫视的首选方向。 

第三，分析国内外电视频道形态可以发现，目前除综合频道以外，专业频道可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大众化的专业频道，如新闻频道、电影频道、娱乐频道、体育频道等；二是分众化的专业频

道，如财经频道、科教频道、法制频道等；三是适位化的专业频道，如家装频道、育儿频道、钓鱼

频道等。由“泛专业化”回归“小一统”，实际上就是回归大众化的专业频道，即暂时放弃尚不具

备经营条件的市场细分化频道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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