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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相亲、职场火热竞逐
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

第二季无疑将成为2013年最
值得期待的音乐类综艺节目，
针对该节目的火爆浙江卫视
还将在第二季期间适时推出
一档衍生节目《真声音》。

作为地方卫视中的“重量
级”选手，湖南卫视经历了短
暂低迷后正在重整旗鼓以待
夺回“阵地”。据悉，2013年湖
南卫视将打造一档以英国电
视节目《X Factor》为原型的
综艺节目，该档节目“大牌导
师坐镇，明星快乐领航，铺陈
音乐背后的人物和故事，寻找

最受观众欢迎的明星气质，
360度秀出草根选手潜藏的人
生梦想”，从节目定位到选拔
过程，与《中国好声音》都颇为
相似。同时，母版为荷兰电视
节目的《女人如歌》也将成为
2013年湖南卫视夺取收视率
的重要武器。

天津卫视明年将全新推出
《中国好苗子》，以零门槛的姿
态，邀请中国当今影视界最具
影响力的四位导演担任“导
师”，旨在挑选中国最有天赋的
影视演员，寻找影视明日之星。
与“好声音”不同的是，《中国好

苗子》从节目形式到环节设置
全部是“中国制造”。此外，天津
卫视的明星模仿秀《王者归来》
明年将推出全新晋级模式。情
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明年将全
面升级，拍摄独家爱情微电影
和系列电视剧，推出同名爱情
小说，打造全新3D节目场景，绘
制“中国爱情地图”。职场节目

《非你莫属》明年将开启比利
时、英国、德国等海外专场。近
日，东南卫视在2013节目资源
发布会上公布了重点推出的节
目，包括相亲节目《约会万人
迷》，采用了2012年最流行的

“盲选”和“转椅”元素。引进国
际模式的《吉星高照》则由两名
歌坛巨星带领平民进行对抗竞
赛。职场节目《步步为赢》也将
在2013年全新改版，推出海外
名校大PK。

此外，记者从东方卫视获
悉，明年，东方卫视的两档引
进版权节目《顶级厨房》和《中
国达人秀》将以季播形式播
出，别开生面的交友类节目

《百里挑一》及《谁能百里挑
一》将占据周末档，颇受好评
的原创节目《声动亚洲》也将
继续“开唱”。

“洋节目”如何落地生根
《中国好声音》第一季的

独家冠名费是6000万元人民
币，当初这一价格“吓”走了不
少赞助商。而在近日举行的浙
江卫视2013年广告招标会上，

《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的独家
冠名权以2亿元人民币的价格
拍出，“好声音”已经彻彻底底
成了一门“好生意”。从模仿

《美国偶像》的《超级女声》到
如今引进版权的《中国好声
音》，引进节目成为卫视争夺
收视的“利器”。据了解，在明
年的卫视“收视大战”中，已经

有多家卫视“海淘”到颇具竞
争力的综艺节目。

与一些国内综艺节目不
过几十页A4纸的节目通告相
比，几乎每一档海外引进版权
节目都会“附赠”一册“宝典”。
在这些动辄上千页的“宝典”
内，详尽说明了该节目的每一
个流程和细节，甚至连舞台上
灯光间的距离以及导师评委
们的服饰和肢体动作都有相
应说明。

拥有了海外节目版权和
“宝典”是否就意味着成功？一

位资深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引
进版权节目已经在海外取得
成功经验，不仅具有品牌效
应，还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节
目制作、尤其是前期节目开发
的成本。但需要指出的是，抛开
屈指可数的成功案例，还有更多
的引进节目在本土“折戟沉沙铁
未销”。以《中国好声音》为例，原
版节目中的四位导师有一位应
为选秀歌手出身，但在“中国版”
中则改为更有“草根缘”的杨坤。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本土化
的过程中，中方团队迸发的思

想“火花”未来或许就会成为
本土原创节目的“星星之火”。
本土化改造的过程，其实就是
学习和再创作的过程。

能赚钱是否就是好节目？
从当年盛极一时的《超级女
声》到如今的《中国好声音》，
综艺节目“一夜爆红”的现象
并不鲜见，但最终多以过度商
业化、节目创意减少、产业链
短缺等原因，导致后继乏力甚
至被人诟病。想要成为一档真
正的“好节目”，重创意、重质
量才是关键所在。

同质化竞争仍难避免
在传统综艺时代，老少咸

宜、雅俗共赏也许是成功节目
的判断标准，但现在的真人秀
不再将此作为追求，相反，无
论是节目定位还是观众群体，
都被分得越来越细致和明确。
能让全家一起看固然最好，但
在选择多多、趣味各异的今
天，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不如
尽力将某一类观众牢牢把握。

今年的《中国丽人》打响
了女性主题真人秀的头炮，它
对选手的年龄和身份要求不

高，而明年播出的《女人如歌》
宣传人员则表示“参赛选手锁
定 在 有 过 婚 姻 经 历 的 女 性
上”，另有已播完一季的《妈妈
咪呀》，更进一步地规定了选
手必须是妈妈。仅仅是女性这
个主题，就已经被划分得如此
细致，这也反映了各个节目对
女性尤其是主妇这一人数可
观的收视群体的重视。

仔细看看真人秀节目介
绍，不难发现很多节目名称之
前都会有一串长长的定语：大

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大型励志
专业音乐评论节目、为普通人
圆梦的大型公益节目……似
乎每个节目都有明确定位和
专业背景，能够与其他节目区
别开来。

但是，即使在节目类型、
观众层次等方面做过精细划
分，也难以保证一个节目“圈
地”成功，真人秀的同质化竞
争依然存在，而歌唱、舞蹈、
相亲等热门领域中，竞争势
必更加激烈。以往，电视台只

要有一两个王牌综艺节目便
可撑起收视，而现在，有的电
视台仅真人秀节目就推出数
档，渐成主流的季播模式更
让节目有了尝试和改变的勇
气。今年的真人秀通过购买
国外版权和比拼明星评委显
得生机勃勃，但整个综艺市
场如何容纳如此多的真人秀
节目、细分策略到底有多大
作用，等明年这些节目的2 . 0
版亮相，竞争局势应该会更
加清晰。

“““不不不撞撞撞车车车”””
2012年的综艺荧屏似乎没有受到“限娱令”的太多干扰，反倒创造出《中国好声音》这样的收视标杆，对于

2013年的电视综艺节目来说，音乐、相亲、职场类节目一个都不能少。众多在今年试水的节目也已开始筹备

2013年的第二季，2 . 0版升级之战在年尾就悄悄展开。踌躇满志的新节目期待通过精准的定位和市场细分争得

一块“蛋糕”，至于这种战术能用多久，需要更多时间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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