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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重庆科教频道编排策略 

刘清清 

有人说，电视频道的节目编排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是一种需要运用艺术思维的思维艺术，本人认为，专业频道的节目编

排，更加需要艺术。一直以来，我们都致力于将重庆科教频道打造成为一个专业频道，一个没有电视剧、没有电影、没有新闻、

没有娱乐选秀的专业纪实频道。在这样风吹云动心不动的气场下，究竟什么是专业频道，是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目前，业内人士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电视频道专业化，指的是电视媒体经济单位根据电视市场的内在规律和电视观众的特

定需求，使其节目内容和频道风格能较集中地满足某些特定领域受众的要求。说白了，就是根据市场需要，为特定的观众群体

提供针对性较强的节目，实现专业化、对象化的服务。 

重庆科教频道，正是针对重庆地区喜爱纪实类节目的特定观众，并为之提供纪实栏目的专业频道。2008 年，确立“真实就

是力量”的频道诉求。2009年，在此基础上拓展出“科教纪”的频道内容思路，并进行了编排调整。2010年，首次推出了晚间

三大编播带，并获得了很好的收视反响，今年我们进一步强化了版块化的播出。这样的编排，是基于频道定位、频道节目配置、

目标观众定位等多个方面的综合衡量。 

首先，重庆科教频道的定位决定了频道在节目配置上无法具备娱乐选秀、电视剧集等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资源，这就注定重

庆科教频道的编排需要有针对性，而不是盲目地去抢占所谓“黄金时段”的收视份额。 

我们普遍认为晚间 19:00到 22:00时段是收视最好的黄金时段，因为这个时段不仅是开机率最高的时段，也是各个热播剧、

娱乐秀奋力抢滩的段位。然而通过对科教频道几年来收视的分析发现，除了 21:00 左右的收视高峰，科教频道的收视峰段还体

现在 18:00—19:00以及 23:00 甚至更晚的 24:00时段。 

结合重庆科教频道的节目配置来分析，就不难理解这样的收视状况了。科教频道的节目主要由人文纪实类、自然纪实类和

情感纪实类（或者也可以称之为“纪实故事”）组成，除了“情感纪实类”能够吸引到比较广泛年龄层的观众外，人文纪实类指

向高知人群、自然纪实类则更受青少年青睐。 

这就给重庆科教频道的编排提供了第一个策略：“因地制宜”。将现有的节目进行分类，并依据同类型栏目的受众定位去和

该观众群的作息时间相吻合。 

同时，事实证明，同类型栏目的聚合能够形成目标人群的收视惯性，这就好比质量越大的物体惯性越大一样。因此，大版

块化的编排是时下普遍认可的方式，这也就是重庆科教频道编排的第二个策略：“版块沿袭”。通过同类型栏目的版块整合，实

现同样目标人群的收视沿袭。 

在这样的编排原则下，我们将《奇趣大自然》《寰宇地理》等自然纪实类栏目放在了针对青少年观众的 17:30—19:00时段；

《重庆故事》《“李”看真相》这样更为大众化的纪实故事则放在传统的黄金时段播出；《传奇》《新视界》《探索人文发现》则整

合为“经典人文纪实大赏”，放在 22:00时段后。 

作为专业化频道，通过以上编排重庆科教频道已搭建起基本的播出框架，形成独有的收视波峰，但仍然需要面对两个实际

问题：一是如何让波峰攀爬得更高；二是如何面对其他频道核心资源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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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收视实现更高峰，最根本的方法当然是提高节目质量，同时加大宣传力度，但贴合的编排也能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

今年，一档名叫《经典时光》的栏目被安排在《“李”看真相》之后，《传奇》之前。《重庆故事》和《“李”看真相》都是收视

非常好的纪实故事栏目，《“李”看真相》更是因为题材涉及案件揭秘、历史谜案等方面而吸引了很多观众；《传奇》则是频道的

老牌栏目，收视一直很稳定。将《经典时光》这档播放经典纪录片的新栏目放在两档收视强势的栏目中间，目的就是为了能够

将前栏目的观众导一些过来，将后栏目的观众再导一些过来。这样的安排能否达到预期效果，还有待时间验证，不过，这样的

做法是有成功的先例的，比如大家都知道的《焦点访谈》，很多节目都想放在《焦点访谈》后面播出，因为谁放那儿谁火，不管

是《科技博览》还是《艺术人生》。以上，也就是重庆科教频道作为专业化频道在编排上的第三个策略：“接漏导入”。 

面对其他频道的竞争，我们则采取“躲避”策略。作为没有新闻资源的频道，重庆科教频道在 19:00时段是完全无法与《新

闻联播》竞争的，而其后各频道的天气预报、地方新闻，以及随之而来的电视剧，都是我们无法与其硬碰硬对抗的。打不过，

所以选择躲。进入“新闻联播时段”后，则开始播放资讯服务类的“商务栏目”。总有些观众会选择收看“怎么装房子”“怎么

教孩子”之类的一些资讯。这便是重庆科教频道在非对抗下的差异化编排方式。 

我想，所有专业化频道都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无法长期保持惊人的收视高峰。但是，明确频道定位和目标人群，并以此作

为节目制作、频道编排和宣传后包的依据，做出频道特色，且坚持下去，是能走上一条专业化频道的康庄大道，并最终完成品

牌塑造，实现频道收视营销到品牌营销的华美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