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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栏目设置 

目前，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地方各级广播电台的新闻性专题节目，大多数以对象性为分类标

准，如少儿节目、中老年节目等等，然后按照“迎合市场”的原则划分时段。这种对节目的分

类和对时段的划分，有其合理性和适用性。现在，我们借用一个商家的常用术语“引导市场”

来讨论新闻频率的栏目设置问题。高明的商家是不会满足已有商品受消费者欢迎的现状，而是

根据消费者购买力水平、文化素养程度等诸多因素左右，领先一步，适时地开发出新产品。 

同样，我们如能把“引导受众市场”和“创造受众市场”的概念引进我们打造新闻专业频率的

整体构思中，或许会创造出一片新天地。 

①按照“上午版”、“下午版”或“晚间版”的排列重新整合节目资源 

众所周知，相对于报纸和电视而言，广播的长处和优势在于编播过程的简单快捷、时效性强。

如果把广播的这种特性和优势从纯新闻节目中引入新闻专题的领域中来，那么，广播的优势将

会以几何级数增长和扩大。比如，上海电台990新闻频率今年新开辟的“听众热线直播节

目”，之所以一炮打响，是因为这档节目专门为百姓排忧解难。更难能可贵的是，今天投诉的

事项，有些当场即可解决，剩下的在次日的节目中百分之百会有反馈和解决的结果。我们如果

在晚间再开辟一档“听众热线直播节目晚间版”，使上午投诉或反映的问题经过下午的联系和

沟通，在晚间就得到反馈和解决，实现“今日事今日毕”，那么，节目的影响力、知名度和权

威性将进一步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晚间收听率的“谷底”状况。再以上海电台名牌栏

目“空中体坛”为例：目前每天中午半小时“空中体坛”晚间是重播一次。如果在采编人员到

位的情况下，可以在晚间版的“空中体坛”中补充世界各地最新发生的体育消息，这无疑是

“体育迷”的福音。 

②按照品牌边际辐射效应的思路重新组合节目资源 

媒体的节目品牌和商品的品牌一样，都是无形资产，对受众群体和消费群体都具有吸引力。如

何扩大品牌效应？上海电台在今年的改版中，将名牌栏目“法庭内外”节目从每周播出三次扩

展到五次。这一举措就是根据听众市场需求和品牌边际效应这双重因素而设定的。 

“新闻背后的故事”也是上海电台今年改版时新推出的一档新闻背景访谈节目。它是上海广

播、电视、报纸、网络四大媒体合作的产物。每周选择一个热点新闻作为话题，请各媒体的记

者作为嘉宾，讲述他们在采访中所见所闻以及新闻背后的故事。节目推出近一年来，好评如

潮。这档节目从内容和形式上同样存在扩充的可能性，比如话题可以从国内拓展到国际，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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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可以从每周一次增加到两次，并适时增加重播等等。 

上海电台990新闻频率的“市民与社会”节目开办至今已经9年，现在已经成为闻名全国的名牌

栏目。一周播出5次已经相当不易。如果主持和编辑力量充足的话，还可以推出双休日版，涉

及的话题和平时相比，可以适当软一些，和市民贴得更近一些。这也是我们今后改版时可供选

择的方案之一。 

总而言之，在新闻专业频率里，应以名牌主打栏目和节目作为主体，将同类的节目加以合并。

这样既可以充分发挥名牌栏目和节目的辐射效应，又可以使广大听众对主持人以及栏目和节目

耳熟能详，增强可信度、亲近感和权威性，同时，又能吸引更多的听众。 

健全的体制和灵活的机制是新闻频率的基石 

要完成从新闻综合频率到新闻专业频率的转变，总体构思、节目定位等固然必不可少，但支撑

新闻频率的基石是健全的体制和灵活的机制。 

1．体制上要做到三个统一 

①采编播的统一 

这里指的是新闻频率的管理调度体制。既然现在人们已经承认新闻的产生过程类似于商品的生

产过程，那么如同商品生产的产、供、销一条龙一样，新闻的采、编、播一条龙也是必不可少

的，其实，这正是广播媒体时效性强的特性所决定的。过去，国内的各级电台尝试过采编分

离、采编与播音分离的模式，但最终殊途同归，如今采编播合一已经成为国内各级电台普遍采

用的管理模式。 

②新闻和新闻性专题的统一 

这既是形式上的需要，也是内容上的需要。如果“990早新闻”播出的社会热点是A，“新闻访

谈”节目讨论的结论却是B，而“市民与社会”节目和听众交流的话题又是C，却不是A，A1，

A2……的线性排列组合，那显然是无法形成新闻频率的整体效应。 

所以，当我们在“990早新闻”中播出了“听众热线”投诉的简要内容，稍后便在“990听众热

线直播节目”中详细披露记者采访的前前后后、被采访方的反馈信息和整改措施；当早新闻的

“空中体坛”中简要报道了某条体坛消息后，在中午直播的“990空中体坛午间直播节目”就

多侧面、全方位地报道这条消息的幕后新闻……只有如此运作，才能使广播在与电视、报纸、

网络的竞争中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才能把广播的长处和优势发挥到极致。 

③新闻频率整体风格的统一 

既然新闻专业频率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反映人民群众建议呼声的渠道，那么，各种消息必须

是准确、及时的，广播言论必须是权威、公正的，直播交流必须是坦诚、积极的，乃至新闻频

率中所穿插的各类广告必须和整体风格相协调吻合。 

当然，我们强调新闻频率风格的统一协调，并不排斥播报形式的多样化，主持风格的个性化，

栏目节目的独特化。但频率管理层要从宏观和中观上把握好频率的导向、架构、模式、风格以

及包装，只有这样，新闻频率才能以一个整体的形象出现在受众市场上，以便不断扩大市场份

额。 

2．机制上要灵活应变 

 



任何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用人机制，是保证新闻频率永远充满勃

勃生机的基础。这套机制涉及对采编播各类人员的任用、奖罚、调动、培养等诸多方面，要使

每一位采编播和管理层人员认识到他们所承担的工作责任，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在团队中

可以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在完成党和政府赋予的各项任务的同时，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而在建立新闻专业频率的过程中，灵活应变的机制显得尤为重要。比如，要进行播报形式的变

化，尝试若干时段由“播新闻”改为“说新闻”，这就需要改变记者发稿、编辑编稿、播音员

备稿播报的传统模式，播音员的角色也将转化为新闻主持人。同时，机制上也需作相应调整，

主持人应成为某档新闻时段编播的主角，而编辑则为主持人提供所需的各种国内外信息，最终

由主持人决定取舍、编排。用“说新闻”的形式和语气把一盘“新闻大餐”奉献给广大听众，

机制上不作调整，恐怕是难以奏效的。 

广播新闻的制作和生产是一项高难度、快节奏的工作，无论从成本概念还是从综合效益的角度

分析，它需要的是综合性的通才，采访记者要擅采访、能口播、会制作，集采编播于一身。现

在上海电台新闻部，已开始安装记者坐在办公室就可以自行剪辑的音频工作站系统。一旦安装

完毕，在一般情况下，就不再需要专门的技术人员为记者制作录音报道。另外，新闻专题要逐

步向采访、编辑、主持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目前上海电台新闻频率的十几个新闻性专题，已有80％以上做到了这一点，而我们今后的目标

是力争百分之百。 

当然，足够的财力支撑是必不可少的。新闻频率的日常运作，特殊任务的外出采访，广播人才

的培养奖励，大型活动的策划操作等，都需要相当的资金予以保证。否则的话，在媒体竞争日

益激烈的情况下，要想扩大影响，占领市场，留住人才，也就无从谈起。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频率总监袁晖、台长办公室副主任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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