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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广播节目低俗化研究及其对策 

最终成果简介 

    

电台节目低俗化现象曾经是国人关注的焦点，从2007年下半年国家广电总局大力打击低俗化节目以来，云

南省电台节目中是否还有低俗化现象，低俗化的内容与表现方式是否有新的发展与变化？对电台节目的低俗化

治理应当采取哪些措施？这是该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该课题采用新闻传播学的内容分析方法，从节目时长、节目内容、主持用语、节目编排等方面，对云南省

各电台主要频率主要时段的栏目进行了监听与分析。该课题的研究意义在于：第一，对云南省全省范围之内的

电台节目进行研究，以往量化实证研究做得较少，而该课题是在实地走访、分析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结

论，研究方法较为严谨，有一定创新性；第二，云南省缺乏对电台节目低俗化的系统研究，该课题可以为云南

省电台节目的低俗化治理提供思路与参考。正是由于研究方法有一定创新，研究结果有一定实用价值，该课题

的两篇论文分别获2008年度、2009年度云南省新闻理论研讨一等奖和三等奖，课题组负责人黄东英也于2008

年被云南省委宣传部聘为云南省电台节目新闻阅评员。 

经过课题组成员一年来的辛勤研究，课题组一共撰写了10篇研究论文和研究报告，近3.5万字，最终总结

成一篇 1.6万字的论文——《云南省广播节目低俗化研究报告及对策》。研究组成员走访了云南省人民广播

电台、昆明电台、大理电台、临沧地区电台、德宏地区电台的主要领导、制片人和工作人员，获取了大量一手

资料，并对主要节目进行了认真地监听，收获颇丰、感触良多。形成了《浅论电台节目低俗化现象及其对策》

（发表于《2008年云南新闻论文获奖作品选》，获云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2008年度新闻理论研讨论文一等

奖）、《云南电台节目低俗化现象分析》（发表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版《南菁学人论坛五》）、《云

南省电台节目低俗化研究报告》（获云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2009年度新闻理论研讨论文三等奖）、《国内外

电台的管理模式及其启示》（发表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增刊）、《昆明地区电台收听报告》、

《大理州电台节目监听报告》、《临沧地区电台节目调查报告》、《德宏地区广播电台节目调查报告》、《云

南省地州电台节目调查报告——以大理、德宏、临沧为例》、《发达国家对电台节目的管理》等10篇论文和调

查报告，其中3篇论文发表于公开刊物，2篇获得省级奖励。 

总结监听内容，云南省电台节目低俗化的具体表现为： 



1、低俗的传播内容。具体体现在娱乐、音乐、益智类节目内容方面信息量少，或无聊炒作明星绯闻，或

专营笑话、奇闻逸事，或把整人当娱乐。2、主持风格随意性过强，把电台当作私人谈话的舞台。这种把随意

当自然，把没有意义的私人聊天当节目内容的做法，是如今云南电台节目主持风格低俗化的盛行方式。3、流

行音乐类节目亟需提高文化内涵，增强吸引力。经过将近一年的收听，研究组成员感到目前云南电台流行音乐

节目中能做到专业化、有品位、有影响的的确太少。绝大多数节目都是随主持人的爱好，什么流行就播什么，

无主题、无引导，无内容，还处于充当“播放器”的水平。 4、心理热线、情感类节目主持人的专业素质需要

提升。此类节目是当今电台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多数节目主持人还不能针对听众的不同需求给予个性化、

专业化的解答，不能做到既贴近受众，又善于引导、安慰，主持人在心理、社会、两性知识等方面的专业素养

需要提高。5、虚假医疗广告依然存在，表现手法与方式更加隐晦。经国家大力整治之后，目前云南省电台健

康节目中的医药广告在黄金时段的节目中干净了许多，涉性内容减少了很多，不再直接涉及到性。但有关其他

疾病医疗效果的内容大量充斥着吹嘘夸张之辞，“最先进的医疗仪器”、“几分钟解除烦恼”、“解除一生的

病痛”、“特大喜讯”……之类的词语不绝于耳，不少“托”打进热线咨询的表演痕迹也十分明显。此外，在

午夜之后的健康节目，药品基本上以提升男性性功能、治愈女性妇科疾病为主，涉性内容较多，以所谓医药专

家大肆宣传药效功能为主。 

此外，研究小组还发现，相比昆明地区的电台节目，地州电台节目广告较少，内容也比较干净。但是地州

电台节目信息量小、节目质量差。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地域特点、形象定位不明晰；节目编排方式陈旧，还普遍

以10分钟、20分钟、半小时，最多不超过1小时为单位，容易使听众疲劳，产生关机意识；自办节目时间过

短，节目主要靠音乐支撑，缺乏特色；多数电台节目中没有整点、半点资讯节目，新闻节目信息量和制作水平

还有待提高；主持人专业素质（普通话水平、对节目的掌控力、专业程度等）都需大力提高。 

云南省电台低俗节目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一方面它是电台维持生存铤而走险的畸形自救方式，另

一方面它也受到媒体发展大环境的综合影响。云南省经济不算发达，广告份额也有限，医药广告是电台广告的

大头，不播不行，关键是要处理好播什么、怎样播的问题。此外，过度强调市民化、人情味、趣味性成为一种

新闻主导理念后，一些电台也误将通俗变低俗，导致低俗节目泛滥成灾。 

在对策管理方面，课题组参照整理了国内外电台的经营管理机制，尤其是对低俗化传播内容的法律管理模

式，认为电台节目低俗化管理首先应从国家立法入手，通过立法限制低俗广电节目的传播，是打击和制止媒体

低俗不雅现象的重要途径。其次，纠正价值偏差，提高文化引领意识。据CSM媒介研究调查结果显示，2005年

全国中小学文化层面的听众占所有广播听众的82.2%，而大学以上文化水平只占8.7%。这近乎10倍的反差很容

易使广播媒体把传播的价值取向设定在中小学层面的通俗甚至低俗的趣味需求上。从理论上来说，低俗化似乎

是媒体在市场化过程中主动选择的一种竞争策略。然而事实上，受众对媒体忠诚度的高低与其文化水平的高低

成正比。就是说虽然高学历的听众绝对人数并不占优势，但是他们对高品位广播节目的关注度和忠诚度却最

高，并且对低文化层次听众的文化消费起着至关重要的导向和提升作用。所以电台应该利用大众传媒的优势，

承担起引导受众的责任，而不仅是迎合受众。第三，加强对电台节目的听评，加大社会监督。第四，加强对节

目主持人专业与职业道德素养的培训。第五、对于地州电台出现的节目质量、编排方面的问题，有关方面应当

重视并给予必要的指导，要以提高节目质量、更新编排方式为要务，因为一旦电台节目对听众失去吸引力，依

靠医疗广告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依靠庸俗节目来提升收听率的做法又有可能卷土重来、死灰复燃。 



该课题的学术价值是目前关于国内外电台节目低俗化及其对策的研究很少，而云南广播电台各频率在广大

青年学生、司机、中老年听众中拥有巨大市场。电台节目的低俗化不仅损伤了媒体的形象和公信力，而且误导

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对缺少辨别是非能力的未成年人来说，伤害更是巨大。云南是个边境线长的省区，在边境

地区，境外势力也觊觎电台传播的力量，如果课题组在这些地区的电台节目办得无趣甚至低俗，不能吸引听

众，课题组的受众很可能被这些力量拉走。目前云南省绝大多数电台尤其是地州电台，虽然设有节目监听机

构，但他们在节目分析、理论研究、节目创新、经验总结方面都缺乏专业性人才，很少能提出有效的意见和建

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该课题能为云南省广播电台节目低俗化治理提供较为准确的调查资料与治理思

路，具有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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