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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广播新闻的边缘化生存策略 

作者： 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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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一个误解——“声音是广播的特色” 

广播界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声音是广播的特色，要发挥声音的优势”，这是需要澄清的一种误解。特色≠优势，

我们说广播是声音媒介，是区别于文字和画面而言的。声音并不是广播所独有的，电视也有声音。声音只是一种传输的

物理特性，我们同样可以说，声音是电视的（或电影）的特色之一。因此，说声音是广播的特色并不准确，或者说没有

实际意义。 

那么什么才是广播的特色呢？笔者认为，“宜听性”才是广播的特色。所谓“宜听性”是指广播节目必须具备适宜听众

听觉的特点，适宜听众收听的状态。简单地说，就是易听，悦耳。 

这两种提法的本质区别在于，“声音”说是静态的，以媒体为中心的，容易导致机械理解广播的特点，进而导致错误的

节目导向。而“宜听性”是动态的，以听众为中心的，以听众收听是否方便、有效来指导节目制作。 

澄清概念的意义在于，防止广播界为声音而声音的倾向，特别是广播新闻的评奖上出现的“唯声音论”倾向。这里笔者

并不是一般地否定提倡“同期声”在显示新闻信源权威性、鲜活性方面的意义，而是反对为了追求广播之有别于其他媒

体特点而设立的一条不成文的评价标准——没有同期声的新闻在评比时首先就矮人一截。这种导向带来的后果是日益增

多的“无效声音”对广播新闻播音节奏的干扰。“无效声音”过多，主要是由于我国广播新闻“有效信源声音”资源严

重不足。正面报道为主的新闻报道方针决定了“异常声音”的缺乏；另一方面，由于地方电台常常自觉或不由自主地成

了地方党委政府“行政简报”发布台，会议新闻、经验性报道充斥新闻节目，这些不具有任何新闻性，不具备任何权威

性和冲突性的声音只能是“无效声音”，是“噪音”。它干扰和拖慢了广播声音的节奏和语速，使得本身以短小精悍、

简捷明快著称的广播新闻拖沓冗长，毫无生气。另外再加上信源浓重的方言、口齿含混不清或者录音质量问题，直接破

坏了新闻播报声音本身的节奏，降低了广播新闻的宜听性。因为，处在三心二意收听状态中的听众是没有耐心和精力来

专心致志地分辨这种无信息的声音的。 

广播特点决定了广播趋向 非主流媒体地位 

广播新闻的特点应该是“短平快”。研究表明，广播作为新闻传播工具，主要是一种“告知性”媒介。国外新闻界概括

广播电视和报纸之不同是：“广播告知新闻，电视展示新闻，报纸解释新闻”。近年来的受众调查也显示，受众获取新

闻的渠道主要是电视和报纸，广播新闻的地位已经今非昔比。 

什么是主流新闻媒体？笔者认为，主流媒体应当是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信息发布、舆论集散

媒体。能否成为主流媒体主要取决于媒体传播手段的优劣。电视因其可视性，报纸因其深度、广度获得了不可动摇的主

流新闻媒体地位。 

广播在新闻竞争力方面就处于相对弱势。因为广播新闻的线性声音传播特点，不适于深度报道，不适于阐述复杂的事

物，也不适于现场展示报道。有人会说，广播特点是“快”，适合突发事件和现场报道，因此可以发挥最先告知的特

点。但是，随着电视技术的进步和装备轻便化，这一点优势也已经不再是广播新闻所独有的。况且，就日常新闻来说，

特别是作为城市电台来说，大量的还是常态新闻，而非“冲突”和“异常”性新闻。因此，留给广播新闻的唯一优势，

用一个比喻来说就是“新闻快餐”——强调的是它的收听便利性、伴随性、相对容量大的特点，用专业术语表达，就是

“信息的集纳”。这里讲的“告知功能”并不等同于领先性，更准确的比喻是一个“读新闻的电子贴身秘书”。要的不

是最先最快，而是方便、综合，一期节目听完，天下事、国事、家事一网打荆因此，笔者认为，广播新闻的定位就是听

众早上起床后听专业新闻秘书读编辑好的新闻简报，包括昨日新闻回顾和当日凌晨发生的最新新闻。 

由于广播的弱点，它不具有干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优势，因此，广播很难跻身主流媒体之列。美国等发达国家广

播发展史表明，在当代电视、特别是互联网的冲击下，广播新闻已经成为一个配角，广播在美国主要是一种音乐和谈话

媒介。但是我国的受众毕竟由于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和收听习惯，广播新闻，尤其是早新闻仍然具有一定收听率。因

此，广播新闻还有其存在的价值，只是不应再幻想恢复电视兴起和报纸繁荣之前的地位，应当审时度势，主动实施边缘

化战略。 

广播新闻的黄金时段和核心听众 

广播新闻与报纸电视相比，不需要专注，不需要视觉投入。受众长期实践形成的新闻接收习惯是：早上听广播，白天看

报纸，晚上看电视。虽然近年来电视和报纸都在致力开发早间新闻市场，但是广播依然具有相对优势。因此，本文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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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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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民众

对英国广播公司(BBC)每年征收的电视机

执照费产生了很大争议，本文谨对该事

件做一评析。一、各国广播电视体制的

类分世界各国的广播电视体制主要有三

种类型，即国有国营制、私有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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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新闻的黄金时段依然是早上（一般来说在6：00～8：00之间）。 

什么人是广播新闻的核心听众？与广播的特点相适应，广播新闻听众包括这样几类人群：早上时间充裕的人；不追求信

息深度但追求信息广度的人；伴随性接收信息的人。具体讲他们包括： 

1．老人（包括中年家庭妇女、退休男性）。这类人群一般起床比较早，同时形成了长期收听早新闻的习惯。他们收听广

播新闻的状态也是独特的，不需要固定地点，不需要集中精力，在晨练、做早餐、买菜过程都可以听。他们对新闻没有

特殊嗜好，什么内容都听，接收时间比较充分、从容。 

2．上班族。他们收听时间相对较紧张，在早上出门上班之前，准备早餐、收拾房间、就餐、穿戴衣帽时收听广播。他们

的收听内容有一定侧重，比较关注天气预报和本地新闻。 

3．汽车司机和乘客。这是一个特殊收听群。有伴随收听，也有被动收听。而且，由于工作特性，比较关注交通、气象信

息。越是交通高峰时段，他们越关注广播新闻。由此，对这一群体来说，广播新闻黄金时段不仅仅在早间，同时出现在

中午下班时间和傍晚下班时间。 

广播的边缘化生存策略——抓小放大 

1．城市广播新闻市唱—小而全策略 

广播新闻吸引听众的理由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新闻速食”！广播新闻只有靠一定时间内给听众提供相对多的

新闻“快餐”取胜。 

因此，广播新闻节目定位应该是“消息总汇”。除了自采新闻之外，应该加强对其他新闻稿源的后期编辑加工，特别要

注重服务性消息的汇总。与此相配合，在声音形式上采取播音员播报为主，播音风格上强调亲和力。基于这个定位，广

播新闻不宜强求深度报道，而应着力于收集城市生活中与百姓关系密切的信息资源，突出地方性、服务性。 

之所以提出这种定位，是基于如下判断：虽然现在媒体多了，信息丰富，但是由于编辑水平和编辑观念的偏差，这些信

息就像散在沙中的金子一样，虽然经过了粗筛，但没有得到有效整合，没有实现价值最大化。这就给了广播新闻一个机

会——办出最有用、信息量最大的“新闻集锦”，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信息发布平台。毕竟，一个精编版的口播新闻的

含金量和接收便利性是其他媒体不能替代的。 

2．传统市场的重新开发——到农村去 

由于国家广播电视进行结构性调整，县级广播电视可能很快将失去自办节目职能，由此将产生一块农村不饱和市场，这

里也是媒体竞争的薄弱地带。广播曾经在中国农村辉煌一时，但是随着城乡差距的拉大，四级办广播体制的形成，地区

中心电台逐渐走向单一的都市电台定位，农村逐渐淡出了城市媒体视野空间。实际上由于农村受众可掌握的媒体资源不

足，并且没有专门针对他们口味需要办的节目，这个市场还远远没有饱和，甚至处于缺位状态。 

另一方面，从经济上看，农村是一块广阔的市场，但是目前却缺少很好的开发农村消费力的推介平台。由于广播媒体在

农村的传统影响，以及它的价格优势、收听优势，可以担负起城市商品向周围农村辐射的传播平台的角色。这是一种主

动边缘化的策略。需要说明的是，农村市场的不饱和是暂时的，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农村市场格局将逐渐与城市趋

同。如果不及时抓住机会，广播就失去了一次开拓新市场（可能是一个大市场）的机会。 

放下架子，服务受众 

综上所述，广播新闻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因此，广播新闻人应该丢掉包袱，放弃幻想，认清自己的边缘媒体地

位，主动退出中心——或许，这是一种返朴归真——回归广播实际的地位。广播新闻边缘化不是消极被动，而是主动、

理性的选择，是主动出击。它一方面适应了媒介竞争所催生的专门化、小众化趋势。从更大范围讲，这不仅仅是一种业

内的调整，而且是整个市场经济产业链条中产品和消费分流趋势的一种要求。媒介的主要盈利模式是出售受众注意力资

源，所以当广播从一个模糊不清的、想当然的“大众”受众群过渡到一个特征明确、数量准确的“小众”受众群之时，

将是广播新闻发现自身真正价值之时。 

（作者单位：石家庄市人民广播电台） 

（来源：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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