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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具有世界性 的电视品牌栏目 

——中国电视品牌栏目高级讲研会会议纪要 

文/崔 进 

  2001年8月16日-19日，在首都的太伟饭店里举行了《中国电视品牌栏目高级讲研会》，这

次会议是由中国视协电视艺术理论研究会与重庆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全国30多个电视台、10多

个影视公司以及著名学府的120多名代表出席了讲研会。会议自始至终体现着中国电视人对其

生存的瞬息万变的环境之责任心和使命感。 

  探索强有力的品牌个性 

  这是中国视协电视艺术理论研究会会长徐宏在会议伊始所做的主题发言的中心议题。她

说:“我们把品牌栏目调研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为什么？ 

  一、全球化的竞争态势下，中国电视应该早日进入创建品牌的时代。 

  二、电视品牌栏目已经成为我国创建专业化频道的支柱，名牌栏目已成为发展品牌化频道

的‘高速公路'。 

从何入手？切入点在哪里？调查现状:一方面我们和重庆电视台共同向53个电视台发出问卷调

查长达三个月，回收率66%，另一方面我们又多次座谈调研，听取各方高见、准备讲演议题。 

创建品牌需要聚焦，要有支撑点，那么向谁聚焦？支撑点在哪里？首先向品牌栏目聚焦，向品

牌人才聚焦。我们邀请全国品牌栏目领军人、创建人聚会，互动互补。我们把会议的支撑点集

中在‘探索强有力的品牌个性'上，全力寻找，探索不同栏目的品牌标识、品牌价值和品牌运

作效应。” 

  她同时提出了使本次讲研会效果最大化的方法:(1)探寻品牌的核心驱动力，当今中国电视

已经创建了三类品牌:A、强势品牌——全国名牌，已进入成熟期，求变异、求发展、求再增

值;B、优势品牌——本土品牌，进入生长期，求创新、求发展、求增值;C、新生品牌——鲜活

品牌，步入成活期，求立足、求生存。(2)我们将‘立足本土、放眼世界’进行‘逆向思维、

反弹琵琶'，过滤品牌精华、提炼品牌精髓、延伸品牌效应。希望大家共同寻求属于自己的、

独特的、强有力的品牌个性，共同开拓一个崭新的品牌天地!” 

  重庆电视台副台长左曙光受台长李晓枫同志委托在会上讲话，他分析了我国创建品牌节目

的现状和有利条件。他说:“在电视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电视媒体的品牌意识已经日益

凸现出来，品牌节目的策划、营销，已成为电视台节目构建、设计的一个中心化渠道。很多台

还做了长远规划，这是中国电视开始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但从总体调研分析来看，仍处在萌

芽期和起步期。需要‘会诊'，需要交流，需要找出真正的规律用以指导实践。今天我们的品

牌建设面临着最好的机遇，我们电视人要共同以品牌打天下，推动电视事业的快速发展。”  

高密度高水准的信息融汇 

  第一个主讲人是著名品牌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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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任艾丰，他演讲的主题是:《创造名牌之路》——品牌战略与品牌运作。艾丰以经济学专

家的角度论证了什么是品牌？什么是名牌？品牌和名牌的性质是什么？怎样理解品牌的延伸以

及如何打造名牌、如何理解和建立自己的品牌体系。在他权威性的讲演中清楚地告诉与会者:

自90年代初，品牌这一概念真正意义地进入了中国市场，代表了这个行业的成熟。他说:品牌

不能引进，品牌要创造！并提醒电视业人士，电视栏目要注册，使之有专用权，要注重名与实

之间的良性循环。用实造名，用名扬实，一般大名牌都是老牌子，三天两头换牌子很难成为名

牌，而这一点在新闻媒体却常常被忽略，这是尤其应提起注意的。 

清华大学传播系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尹鸿演讲的议题是:从国外品牌节目谈电视的品牌理念与

策略。尹鸿以他渊博的知识占有和对中西电视文化的比较，精辟地讲述了:在媒体纷争的社会

环境中，品牌栏目是一种竞争力;在供大于求的媒体环境中，品牌栏目是一种吸引力;在媒体分

化的市场环境中，品牌栏目是一种亲和力;在产品多样的消费环境中，品牌是一种信任度。尹

鸿提出:为什么创建品牌栏目？在有了遥控器的时代，它改变了我们的电视理念:以分秒计算，

一个是频道、一个是栏目，尤其是品牌栏目维系着电视台的基本生命。他在讲解什么是品牌性

栏目时，着重指出了品牌性栏目在同类节目中必须具有独特性和领先性，并且用美国、英国等

许多国家正在热播的《幸存者》这档游戏节目的录像放映，形象而又颇具说服力地讲述了它与

同类节目的不同之处，以及它制作上的电影化和精心地考证。尹鸿教授从九个方面十分具有说

服力地阐释了如何创造品脾栏目和如何保持品牌栏目。他提示业界人士要在媒介市场调查的前

提下，做出准确的收视定位、受众定位、功能定位和市场定位。我们已进入科学的理性的分析

和策划的时代，建设一支适合栏目个性的专业队伍，完成前期的策划与决策。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喻国明教授则从传播市场看栏目品牌建设的趋

向与对策这一议题阐述了:电视栏目的品牌首先要考虑的是市场的需求;品牌栏目在市场竞争中

的两个基本面:要形成市场规模;从发展的角度看品牌栏目要注意监测——评估性的调查及市场

结构性的调查。他风趣地举例:公鸡打鸣的效应，指出理性的适时而叫的作用。收视调查要通

过准确的数据进行专业化的解说，严谨、科学的分析，有一个很好的资料库为电视业界人士提

供高质量的服务。 

北京师范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黄会林教授从我国的具体文化发展的源流上

精当地论证了中国电视品牌与民族文化的特质。她着重地阐述影视是舶来品，其科技部分是国

际的，但其艺术认知功能是民族的。它离不开民族文化土壤这个根基。我们打造电视品牌栏目

万万不可忽略与民族文化特质的联系，要从我们民族的审美方式、审美价值取向来思考我们的

栏目品牌构建，它将体现在观众的评价中。要表现出独特的民族风格和内涵。她希望中国的电

视人要有一个理念:即人文关怀精神。其核心是对自己观众的发自内心的关注和爱护。她深情

地说:“几千年形成的我们民族的审美方式，有很大潜力来开掘……” 

  北京大学艺术学系副主任彭吉象教授讲演的题目是电视品牌栏目的生存策略。彭教授从文

化的三种情态，从凤凰电视台的生存状态讲起，阐发了品牌栏目是媒体的形象、是频道的生

命;创新是品牌栏目生存策略的根本。重点指出品牌栏目的独特性:A、个性的与众不同;B、内

容相似但角度不同，要分析观众、分析对手、分析自己。C、小众化、分众化已成为必然趋

势。因此栏目要在风格、样式、理念、主持人等诸多方面保持其独特性。品牌栏目同时要注意

整合营销传播。彭吉象在讲演中多次强调创新的理念。他总结说:思维方式和创新是栏目存在

的根本，栏目不应是一塘死水，而是一条河流、要不断地注入新水。 

  电视节目策划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于丹的演讲:竞争环境下的电视品牌战略与策略，

以其很强的逻辑性、高水准的表达能力和可操作的实用性博得了与会代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她主要演讲了两大方面: 

  一、电视媒体的品牌战略与生存空间; 

  二、操作品牌栏目的生态元素。在于丹颇具实力的讲演中，一些中肯的提醒铭记在代表的

心中:“拍出来的只是素材，做出来的才是成品。”“要加固栏目存在的外在能力。”“宏观

着眼、微观着手、风格化发展……”  

于丹对我国电视发展前景的理性思考，于丹的前卫的观念，于丹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讲

演，把与会代表的情绪引到了令人兴奋的知识层面。 

  本次讲研会不仅仅有首都学校著名学府专家学者的演讲，也有来自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副

教授陆晔的学术报告:世界品牌栏目与国内品牌栏目之分析比较，同时还展映了由她带来的国

 



外名牌栏目集锦。 

  来自创作实践与媒介调研的第一线著名领军人，都从他们本职工作的实践经验和创新理念

与世界最前沿的、最先进的媒介调研图像，生动而又形象地报告与展示了各自对品牌栏目的创

建和研究的成果。他们有: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主办人、新闻评论部主任梁建增，上海东

方电视台节目中心副主任、《法律与道德》主办人陈雨人，《欢乐总动员》主办人魏永刚，美

国AC尼尔森媒介研究高级经理张显莉，重庆电视台博士研究员邹定宾等。 

  迥异风格的切身感悟 

  来自中央到地方各台著名品牌栏目的制片人、主持人:崔永元、白岩松、汪文华、田歌、

肖晓林更像会议中闪烁的明星，以其各自的华彩和迥异的风格讲述了在创建品牌栏目中的丰富

经验、切身体会和特殊感悟。他们风趣幽默的讲述、他们真诚的回忆、他们对理论指导的需求

给这次讲研会带来了勃勃生机和理论建树的迫切感。影视舞台多种媒体工作的积极参与和主持

者、上海市委宣传部所属上海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雪村，实实在在地讲述了从电视

剧到纪录片甚至还有模特大赛……在诸多相近工作中创造电视人的品牌，及其创作的艰辛与创

新的幸福!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视协主席杨伟光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对我们打造中国自己的品

牌栏目和名牌栏目的主要原因、基本要素以及对它的适时讲研的必要性作了详尽的阐述。他语

重心长地指出:“中国电视怎样发展，是本世纪我们应思考的重要问题，打造我们中国著名栏

目的品牌是我们中国电视人的责任和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视协电视艺术理论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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