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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省级卫视品牌核心竞争力的打造 

—以浙江卫视的品牌构建为例 

周丽 

【摘 要】本文以浙江卫视“动漫娱乐频道”的品牌构建为例，针对浙江卫视本身品牌建设过程中品牌定位的问

题，探讨了省级卫视在品牌核心竞争力的问题上差异化的品牌定位和构建策略，从而为省级卫视的品牌建构、可持

续发展和打造核心竞争力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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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省级卫视发展呈现两极分化的局面，强者恒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格局在 2009年金融风暴的影响下进一步显现。

排名前三，湖南、浙江、江苏三家卫视的收视份额增速达 42.7%，特别是 2009年浙江卫视的高速崛起更加引人注目，2009年浙

江卫视全天收视较 2008年提升 91.9%，几近翻番的加速度成长，把浙江卫视从 2008年的排名第五，推进至 2009年度的第二。
①

综观湘浙苏三卫视的发展，省级卫视品牌核心竞争力建构是频道取胜的关键，综艺和优秀电视剧是支撑三卫视跨越式发展的核

心力量。湖南卫视坚定清晰的年轻综艺路线及全天独播剧策略；浙江卫视具有规模集群效应的综艺栏目带及优秀首轮剧策略；

江苏卫视周末引爆的相亲情感综艺板块及全年大剧独播策略，前三卫视紧紧围绕着综艺和优秀电视剧打造品牌，发展产业。 

一、省级卫视构建品牌核心竞争力的必要性 

当前省级卫视正处于转型交接之际，如果说 2009 年是浙江卫视的幸运年，那 2010 年便成为江苏卫视的崛起年，2009 年底

湖南卫视联手青海卫视也达成合作协议。中国电视传媒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省级卫视必须要有自己鲜

明的特色，才有可能赢得竞争。打造卫视核心竞争力，发掘差异化的品牌优势等成为省级卫视可持续发展中亟待解决的课题。 

1、品牌定位分析 

现在省级卫视要发展，必然要明确一个频道定位，这是卫视品牌核心竞争力构建的首要环节。湖南卫视“快乐中国”，要成

为“最具活力的中国娱乐品牌”，所有的栏目都走娱乐化的道路；安徽卫视的“剧行天下”，将所有的发展重点都放在电视剧上，

在主播电视剧的前提下，其娱乐节目也都围绕电视剧展开；最近火速兴起的江苏卫视定位于“中国情感特色频道”，提出“情感

世界幸福中国”  的品牌口号，电视剧和娱乐节目都围绕情感特别是幸福感的主题展开„„每个卫视都有定位，但定位是不是

适合还有很大的商榷空间，很多呈现出过于空泛化的特点，不利于品牌的长期发展和延续。如浙江卫视“中国蓝”的口号为其

打响了品牌知名度，虽然在短时间内抓住了受众的眼球，但浙江卫视没有给自己确立一个明确的发展走向，在“中国蓝”的品

牌口号之下，浙江卫视可向任意领域开展，所有的节目和风格都可以冠之以“中国蓝”的定位。这样的模糊定位是一柄“双刃

剑”，在发展初期可以比较快捷的打开市场，但要实现品牌的后续发展，就易导致定位过于笼统，特色不鲜明，节目杂糅化的趋

势，还没有形成其特色化的独一无二的风格。 

2、品牌栏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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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省级卫视的综艺与娱乐节目一定程度上呈现低俗化和泛娱乐化的现象，栏目的文化厚度过于薄弱，同质化严重，生命

力不强。除湖南卫视在节目原创方面做的比较好以外，其他的大多数节目都是根据国外的形式引进过来，原创性太少，节目内

容和运营机制及操作体系本身都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导致节目同质化。《我爱记歌词》作为浙江卫视的品牌栏目，虽然整体

上提高了浙江卫视的收视率，但此栏目要作为一个长期支柱承载浙江卫视品牌内涵的话，内容厚度非常薄弱。如江苏卫视《谁

敢来唱歌》、湖南卫视《挑战麦克风》、山东卫视的《先声夺人》、广东卫视的《今夜唱不停》等等都已出现。节目形式和内容的

大同小异，会动摇品牌栏目的领先优势，导致部分受众资源的分流，降低品牌忠诚度，进而模糊卫视的整体品牌形象。加上类

似的娱乐化节目本身作为一个简单的平民娱乐化栏目，其品牌内涵过于粗糙，缺乏品牌延伸性，即使不被同质化，也很难在此

栏目上进行产业链的延伸，本身引起的审美疲劳在娱乐化的道路上前景难料，不利于省级卫视品牌核心竞争力的可持续发展。 

3、综艺节目形式分析 

卫视综艺娱乐节目形式单一，很多栏目的配置形式单一、主题单一、主打人物单一，主持人队伍单一，是当前省级卫视栏

目比较突出的问题。栏目是品牌核心竞争力的最直接的体现，栏目同质造成了核心竞争力的缺失。浙江卫视单一的栏目编排犯

了综艺节目的大忌，周一到周日的“娱乐纵贯线”特别是周五到周日的“综艺三剑客”的背后有很大隐忧，受众很易审美疲劳，

而且综艺节目易被其他电台模仿，收视率降低。几档节目都是在平民 K 歌上下功夫，大同小异，造成了节目之间缺少本质的区

别。
②
相比较而言，湖南卫视在创作团队、主持人才和栏目风格上都更显成熟，娱乐主旨统一的前提下，风格更加多样化，嘉宾

和主持人等明星更加阵容化，节目更多原创性。 

4、人才供给分析 

卫视的竞争即为人才的竞争，在 2009年底湖南卫视李响等主持人加盟江苏卫视可以看出我国省级卫视人才竞争的激烈。我

国电视人才的培养还在发展阶段，相应的经营管理人才以及技术人才供给还很不到位，幕前幕后的人才相对缺乏，相对应的选

拨和培养机制也不够成熟，还显得十分青涩。浙江卫视  “综艺三剑客”三档节目制作班底和创作团队均相同，并没有全方位

的制作团队，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电视节目的研发和开展；主持队伍良莠不齐，缺少强势的联盟，靠朱丹、华少全力支撑，

除这两个灵魂人物外，其他主持人还稍显稚嫩，欠缺主持经验；由于浙江卫视本身的定位不够明确，导致朱丹、华少也没有形

成自己独特的主持风格，主持人形象与卫视品牌形象风格的不一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打造和调整。湖南卫视在人才输入方面

相对较突出，正在逐步形成自己大规模、成熟化的人才机制。他们有一班自己的创作团队，又联合社会各个方向的力量，但相

对于我国省级卫视的发展态势来说，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创作人才和管理人才的欠缺制约了省级卫视进一步发展。 

二、省级卫视构建品牌核心竞争力的可行性 

省级卫视要找准自身独具特色的资源，顺势而为，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能避免被其他卫视模仿，才能塑造省级卫视

的核心品牌。以浙江卫视为例，浙江有丰富的动漫文化资源，有全国最大的动漫基地，这是有别于其他地区最具特色的文化产

业资源，如果浙江卫视能在中国蓝品牌定位的基础上，突出本土动漫优势，以动漫产业为依托，建设独具特色的“动漫娱乐频

道”的品牌定位，将是浙江卫视可持续发展不错的选择。 

1、差异化竞争策略 

2008年 8月，浙江卫视以其使用 15年未变的台标颜色为主题，推出全新的“中国蓝”品牌定位。如今媒体间的激烈竞争，

导致传媒产业出现了经济学当中经常提及的“红海”现象。“中国蓝”的“蓝”意味着“蓝海”，象征着浙江卫视差异化的竞争

策略。“中国蓝”的品牌定位的提出，打破了省级频道的限制，同央视与湖南卫视一样着眼于全国的注意力市场。浙江卫视应进

一步明确其差异化的道路，“动漫娱乐频道”正是对其本身已有的差异化的品牌定位进行延伸细化，更易被受众所接受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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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空白点利于抓住“第一话语权” 

我国动漫正在起步阶段，全国还没有一个专门定位于动漫娱乐的频道，谁抢占了第一话语权，就等于抢占了市场份额，赢

得了市场先机。媒介市场的补缺战略是一个频道品牌定位的常用手段，抢占第一话语权形成受众的认知是一个频道品牌定位的

关键，也是电视品牌壮大发展的不竭动力。基于浙江卫视原有的差异化的蓝海战略，定位“动漫娱乐频道”在娱乐的基础上融

入动漫的理念和元素，将形成自己独特的优势，开创省级卫视动漫娱乐战略的先河，正如凤凰卫视当年提出的“全球华语卫视

补缺者”的定位，将更准更高更深的打造浙江卫视的品牌形象。 

3、浙江动漫产业基础实力雄厚 

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浙江动漫产业迅速崛起，数字娱乐产业园和国家动画产业基地落户杭州，动漫游戏企业 50多家，其

中影视动画企业 20多家，游戏研发、运营企业 20多家。
③
从动漫原创、平面制作、动漫片加工、动画片的专业制作到动漫衍生

产品的制作、销售，一条完整的动漫产业链已经有了雏形，为“动漫卫视”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浙江在政策、资金方面大力投

入支持动漫产业的发展，大量的尖端的动漫技术和优秀的动漫人才也聚集杭州，为浙江卫视定位“动漫娱乐频道”提供了坚实

的后盾。 

4、相关资源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动漫衍生品是浙江卫视打造动漫娱乐频道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浙江在图书出版、音像制作、服装设计、饰品设计加

工等传统产业方面具有先天优势，为动漫衍生产品开发设计、营销提供了强大的技术保证和市场保证。浙江独特的区域市场经

济优势为动漫衍生产品的开发、生产和流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如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成为全国卡通产品交易集散中心；湖州

市的织里镇有全国最大的童装市场；宁波市宁海县有玩具生产企业千余家，年产值 24 亿元，被授予“中国文具之都”；丽水市

云和县是全国木制玩具生产基地。
④
这样先天的地理优势为浙江卫视产业链后续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5、受众动漫娱乐意识的增强 

要办卫视，自然要办大众喜欢的频道。现在全民娱乐热潮的带动下，电视节目娱乐化已成为大势所趋，加上近几年动漫文

化的兴起，为动漫卫视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特别是浙江人民有着良好的动漫文化的熏陶，2004 年以来杭州相继成功举办了

“首届杭州国际动漫嘉年华”、“杭州首届中国国际动漫节”、“杭州首届国际动漫交流展”等多次大型动漫展览，在打造杭州“动

漫之都”的同时，形成了良好的动漫人文，加速了动漫文化的普及，为“动漫卫视”的发展和突围提供了有利的人文资源支持。 

省级卫视要发展，完全可以依托本省、本地区的先天资源优势，寻找省级卫视的差异性，在自身优势的基础上打造卫视的

差异化核心竞争力。如江西卫视完全可以依托江西本土的红色资源文化，顺着红歌会红遍天下之势，打造江西卫视红色卫视的

核心竞争力；青海卫视等可以发展自己的旅游和民族资源„„省级卫视要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找准定位，发展自己的特色。 

三、省级卫视品牌构建的实施与执行 

1、各种营销手段综合运用 

在省级卫视的品牌建构和转型的过程中，要通过大型活动和品牌栏目发挥作用，面向已有的受众群和已经打开的市场，借

助原有的公益形象和明星队伍，灵活运用广告、公关、事件营销等手段，打造品牌的影响力。如浙江卫视在从“中国蓝”到“动

漫娱乐频道”的过渡过程中，要围绕“动漫娱乐”，在运营体制、节目内容、节目编排、节目宣传、节目后续研发等方面发力，

研发围绕动漫展开的娱乐节目；制作系列动画片；拍摄动漫电影；开发动漫游戏娱乐。浙江卫视作为省级卫视，要定位在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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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动漫娱乐频道并不是少儿频道，动漫娱乐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狭义的动画片的制作和放映。省级卫视有受众面广、影

响力大的特点，全面开展一条差异化的品牌建设。节目的制作要符合大众的标准，要辅助以多种多样的娱乐形式，基于原有的

基础上自然转型。 

2、新闻舆论导向不能变 

省级卫视作为一种社会公器，在娱乐的同时不能忽视其舆论导向的作用，要时刻以社会效益为重，保持媒体的公信力。以

浙江卫视“动漫娱乐频道”的打造来说，动漫娱乐的定位与社会公器的职责并不相违背，如今电视节目的娱乐性浪潮迭起，“全

民娱乐”是传媒必须面对的发展趋势，不仅在娱乐节目中，在新闻类、体育类等节目中也都渗透着娱乐性的元素，浙江卫视在

强调民生新闻的同时，可以有所侧重，寓教于乐，如在某一时段增加动漫常识栏目、国外动漫旅游见闻栏目、以及我国动漫产

业发展的现状的介绍栏目等等一系列以动漫教育为主的栏目的制作和播放。加强我国公民动漫文化产业化的意识，通过对动漫

文化的引入辅助我国动漫产业的发展，充分体现省级卫视的社会价值。 

3、在品牌构建的过程中打造产业链 

品牌延伸是电视媒介品牌维护的重要策略。美国电视综艺类节目总收入中约有 40%来自于广告收入，剩下的 60%来自于对节

目品牌的延伸营销。
⑤
对于浙江卫视而言，可以围绕“动漫娱乐”的道路，借助动漫产业的强延伸能力将其延伸至广告、冠名、

代言、演出、销售、活动、影视、唱片、图书、服装、食品、玩具等领域，以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价值链，实现媒体从吸引受

众注意力资源到开发消费者购买力资源的转变。打造系列品牌衍生产品，进行资源的整合和产业链的打造，在传媒产业的上下

游抢占市场，如上游的蓝巨星经济公司，下游一系列产品或相关资源的开发。如现在开发的我爱记歌词随身唱就一个很好的尝

试。今后可以尝试打造一条“动漫娱乐”的产业链，上游是动画片的制作和播出、动画娱乐节目的策划和开展；下游打造动画

玩偶、动漫游戏等系列产品。这将会是赢得资金，开拓市场，可持续发展的一条康庄大道。 

4、发掘媒体人才，避免“泛娱乐化、唯收视率”的倾向 

人才是一个媒体发展的最根本的资源，省级卫视的发展离不开优秀的人才的推动。要在领导人才、创作人才、技术人才、

主持人才等方面，加大培养和激励机制，制作优秀的高水准的栏目，避免当今“泛娱乐化、唯收视率”的倾向。中国电视节目

娱乐化是中国电视的一个发展过程，迎合了社会的一种需求，也是占领市场、走近百姓的一种手段。但是娱乐节目要克服庸俗

化和粗糙化，并且应该主动提高节目的文化品位，以避免在受众中产生不良影响。不能为了收视率而收视率，片面的追求收视

率会导致节目的低俗化，阻碍省级卫视的可持续发展。优秀的媒体创作人才在娱乐的同时不要放弃对文化的塑造和追求，传媒

应发挥其传媒本身应有的社会效应。为此，省级卫视应调兵遣将，扬长避短，发挥台内人才潜质，搭建相应平台，形成有效的

人才机制。同时，也可适当地招募台外人才，较快组建新的团队。 

注释： 

① 马 黎 ， 庄 小 蕾 ， 吴 煌 : 《 2009 年 全 国 省 级 卫 视 九 大 看 点 》 . 人 民 网 传 媒 频 道 ， 2009.2 ，

http://www.zj.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9-02/27/content_15812478.htm 

② 孙青青：《浙江卫视周末版综艺节目配置初探》，《东南传播》，2009.5，P183 

③ 董亚珍：《提升浙江动漫产业竞争力的对策研究》，《研究与探索》，2007.11,P54 

④ 钱博弘：《杭州动漫产业发展现状与分析研究》,中国美术学院,20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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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艳梅，汪少明：《浙江卫视改版后的品牌经营策略分析》，《东南传播》，2009.10,P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