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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电视频道专业化实践的深入，各种矛盾逐渐浮出水面。本文通过对有关资料进行分

析，寻求构建专业频道平台时所呈现的专业化特征，希望对中国电视频道专业化实践有所裨

益。  

    一、定位策略的分析  

    自电视频道专业化的概念提出以来，国内一直存在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受众分众

化程度不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将市场细分为不同区隔的程度，盲目照搬国外专业频道的做

法，会丧失原来的受众市场。另一种看法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体性社会变迁中，产生了

多元化的社会群体，形成媒介受众分化和受众信息需求分众化，为频道专业化提供了市场。  

    目前，我国观众一般可以收看到近60个频道。其中一些专业频道存在着不专业的现象。综

合频道和专业频道内容相互渗透，节目形态鱼目混杂，是当前电视频道格局的主要矛盾，极大

地浪费了频道资源。笔者认为，在此种情况下，电视工作者应清醒地认知中国受众市场的分化

程度，客观评估专业频道差异化的竞争实力，采取相适应的定位策略。  

    专业频道可划分为：小众化专业频道(如高尔夫频道)、分众化专业频道(如财经频道)、大

众化专业频道(如旅游卫视)等。就频道资源而言，综合频道已经饱和，分众化或小众化专业频

道尚未适应国内传媒市场，大众化的专业频道应该是目前电视频道专业化的首选。如电影频

道、体育频道等，所获得的高收视率、高效益已经为实践所证实。因为这些频道兼顾了大众化

和专业化两个方面，既可以满足目标受众群体的收视需求，又可以保证对大众收视市场的占有

比率。此种定位是相对优化的专业频道模式所具有的特征。  

    国内卫视频道的专业化实践显示，许多频道很难兼顾自身资源的各种优势，或是偏重一

方，忽视另一方；或是风格化与专业化对峙。各地的专业频道一般都比较侧重本地文化特征，

这固然有助于增强对本地受众的亲和力，实现差异性的风格传播，但这种偏安一隅的定位策略

与卫视跨地域覆盖的目标追求是极不相称的。  

    对于频道而言，目标受众群体定位如果忽视了频道专业主题下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那么

这种窄化或片面化的受众定位必然导致在节目编排上缺乏大局观念，从而可能丧失部分潜在的

收视群体。  

    二、频道特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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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化电视频道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栏目设置的原则  

    栏目设置通常要遵循的原则是：(1)功能性原则。电视栏目的设置应该随着客观实际的变

化而不断更新，使电视的社会功能得到全面发挥。(2)层次性原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电视

受众的群落层次，表现为人口统计学特征的不同；二是受众的需求层次，表现为受众需求的不

同。栏目设置要充分考虑这两个层次的交叉点，才能实现电视节目的对象化传播，提升频道的

专业化程度。(3)系统性原则。要求把电视台的各种节目资源作为统一的整体来运作，体现在

频道中就是要发挥栏目的整体优势，实施最佳的编排策略。(4)多样性原则。电视节目内容多

样性是为了适应受众需求层次的多样性，节目形态的多样性是为了适应受众群落层次的多样

性。  

    根据以上专业化频道栏目设置的原则，在具体运作中就要考虑：(1)栏目时长。栏目时间

长度取决于目标受众对某个特定节目的关注度和停留时间的长短。节目的时长不仅可以体现节

目的总体布局(长短配合的结构体系)，还可以体现出对目标受众的关照。有时，设置延长型节

目也不失为一种策略。(2)评价尺度。为了满足不同受众群体多层次的客观需求，频道必须确

立一个能够评判栏目设置专业化、对象化程度的尺度。  

    2. 从三个方面考察节目内容的专业化程度  

    (1) 节目覆盖的受众群落层次。根据频道划分的方法和各节目的定位，可以把节目分为大

众化、分众化、小众化等几个层次。这种划分单纯从节目目标受众的数量考察，对节目收视率

具有参考意义。大众化指适宜专业频道主题下一切受众收看的节目。分众化指适宜频道主题下

部分受众收看的节目。小众化是针对专业频道主题下某一特定范围受众收看的节目。鉴于小众

化节目很少，大众化节目适合频道主题下的所有受众，因此分众化节目最能体现频道节目的受

众层次性特征。从理论上讲，在三类节目中分众化节目的比重越大，所分层次越高，频道对象

的专业化特征越明显。  

    (2) 受众需求层次。受众对电视节目的需求可分为生活需求、文化娱乐需求、生产和工作

需求、社会活动需求、发展进取创造需求等。受众的一般需求在综合频道是可以得到满足的，

而受众的特殊需求只有在不同的专业频道才能得到满足。因此，在频道划分上必须进行宏观控

制，指导专业频道为满足受众的不同需求进行不同层次的节目设置。尤其要不断丰富专业化频

道的节目内容和开拓发展空间，为受众的各种需求提供满意的服务。  

    (3) 节目类型。在节目内容定位上不以“意见领袖”自居，从实实在在的关爱出发，为广

大电视观众提供最及时最需要的信息。在实施频道专业化的过程中，要不断增加节目类型，拓

展节目的多种功能，如教育、娱乐、益智等。同时要促进节目内容类型的多样性，如树立信息

发布的权威性，对专题类节目进行广度和深度上的发掘、开拓等。  

    三、节目编排的分析  

    在节目编排这个环节，首先要考虑的是各类节目所占播出时间的比例，其次是节目之间的

关联性。要形成节目资源的整体优势，就应该通过不同的方式形成“节目群”，即根据某一宣

传思想，把几个不同类型或几个相关类型的节目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使具备符合受众某种心理

特征的节目，集中安排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播出。  

    节目编排一般比较重视黄金时段，特别是晚间黄金时段。在这些时段里，喜剧、戏剧、新

闻杂志、体育和特别节目等针对家庭收视的节目比较适合播出，有利于形成观众递增的势头。

这一时段的节目编排，应采用大众化栏目和分众化栏目交叉进行的方式，力求在锁定目标收视

群体的同时，通过大众化栏目提高整个时段收视点数。但是重播节目在24小时之内一般以3次

 



为高限，轮播方式虽然能够提高节目资源和时段资源优化配置的程度，但必须限制重播次

数。  

    板块式节目是基于通过较长时间类似节目的安排，增加和挽留观众的设想，把喜欢欣赏某

类节目的受众由一个节目带到下一个节目而通常采取的策略。栏目化、板块化是实施频道专业

化策略的重要手段。  

    在专业化频道的节目编排过程中，首先要注意准确把握具有频道特征的技术、设备、专业

人才、节目内容等资源优势。其次必须广泛利用社会资源，增加频道拥有的内容资源优势，用

科学的方法分析目前受众市场的特征和传媒市场的竞争格局，探索节目编排的创新模式。  

    专业化电视频道第一应避免目标受众过于窄化、过于单一，对频道主题所覆盖的受众群体

缺乏有效分层，即囫囵吞枣地把节目奉献给受众；第二，如果节目时长划分过于单一，板块特

征不强，导致整体节目编排缺乏厚重感和节奏感，影响品牌节目延伸效应的发挥和提升时段收

视率；第三，分众化节目在编排上也要避免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的层次覆盖。  

    此外，还应积极把市场细分化的营销理念引入节目设置和节目类型细分化上，在节目小众

化、多样化方面进行有益的尝试。在节目编排上，既要注重多样性，又要注意各节目之间的关

联效应，防止频道内的各个节目过于孤立单薄地播放。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频道专业化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中国电视受众市场的阶段性特征，

有效实现资源的转化和整合。这种整合是在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原则下进行的，因此准确找寻和

把握各种优势资源的结合点，就可以避免专业频道实施过程中遭遇的矛盾冲突，从而构建特征

突出、观众喜爱的电视专业频道。 

（作者：王强军/中央电视台总编室/《电视研究》200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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