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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电视频道的硬伤和改进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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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市场资源整合和竞争压力使越来越多的电视人认识到，只有主题化、专业化才是电视

频道生存的必由之路。然而，观众普遍的反映是专业化频道不专业，分众化频道大众化。那么

电视频道专业化最缺的是什么？频道专业化必须要有专业精神和专业知识这两项根基，否则即

便勉强搭建，在实际运作中也难免沦落为准综合频道。 

               一、现象 

  1.对观众的消费需求缺乏信心，对收视率期望太高、急功近利，一旦收视率提不上，便马

上转化为准综合频道。 

  2.对本专业受众群认识不足。目标观众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信息？这一分众群能否足够支撑

一个专业化或主题频道？不少电视台盲目跟风，推出各种过分细化的频道，如钓鱼频道、种花

频道等，由于目前我国的经济生活水平所限，这一群体还不够支撑一个专业频道，上马这样的

专业频道，其命运可想而知。 

  3.不少专业频道栏目内容就事论事，如蜻蜓点水肤浅泛化，既没有时间的纵深感，又缺少

空间的横跨度。这一不足还表现在频道栏目的前后衔接不够，甚至手头拥有新闻由头或栏目创

意根据，但没能向深广两维挖掘来突出专业性知识性。这方面凤凰卫视资讯台有可借鉴之处，

如“时事开讲”就是针对看了“时事直通车”栏目后还不解渴、不满足的受众，提供新闻背后

的新闻，并在“时事直通车”纯新闻的基础上对新闻进行评点，陈述各方观点，两者形成互

补。前者追求时效性，及时传递最新信息，后者则满足观众进一步了解热点新闻深层原因和新

闻新近变动事实信息的心理期待。类似节目还有“新闻今日谈”。 

  4.在栏目处理上，专业化频道一般的结构框架都是由各种专题化的栏目组成，因此节目的

处理要专业深透，观点要成熟服人。 

  5.缺少专业化主持人。具有专业知识的分众只会对一位专业知识贫乏的主持人嗤之以鼻，

对他或她主持的节目说“不”。专业节目主持人可能不是一位纯专家，但起码应是“准”专家

学者，才能凸显专业化频道和栏目。 

  6.缺少系列化、体系化的栏目和节目。专业性电视频道其栏目和节目应系列化、体系化，

才能形成收视规模效应，专业性也凭借此类节目而得以张扬。而且这类节目的缺失导致节目的

二次销售几乎没有。国外此类系列化、体系化的节目往往在播出后即制作成录像带或图书，进

行二次售卖。这类节目内容的二次销售已成为专业化频道重要的收入来源，改变了单一的广告

收入模式，也支撑了频道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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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改进途径 

   专业精神和专业知识是专业频道的支点，如何提升专业频道的专业精神、完善其专业知识

便倍显重要。 

  1.在节目主持上，因为专业主持人专业知识的欠缺，可采用专职主持人与特邀学者专家联

合主持的形式，将两者的知识结构互补，以实现“专”的目的。 

    2.主持人、编辑和记者加强专业精神，就某一选题执着深挖，加强宏观策划、中观构思、

微观操作的能力，要有发散思维和线形思维糅合的思维方式，这样才能使节目有历史纵深感。 

  3.专业频道应注意对资深评论员的培养和引进。 

  4.要有为分众获取任何相关信息的信念，就这一专业领域想观众之所想，提供观众之所

需，这也是专业精神的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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