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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广播电视报的发展思路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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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播电视报作为我国报业中的后起之秀，崛起于祖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目前，各家报

纸期发行量在当地各种报纸中均名列前茅。但近年来随着报业竞争的日趋激烈，广电报的信息

资源不断地被其他报纸及传媒或多或少地占用，广播电视报固有的优势正在逐渐减弱，报纸经

营难度越来越大。另外，互联网络的高速发展，电脑走进千家万户，使许多人不再依赖广播电

视报的节目预告，而是通过上网来了解详细的影视节目简介。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广播电

视报人要在激烈的媒介竞争中求生存、图发展，变被动为主动，从而走出困境，只能改革原有

的办报模式，努力开创出一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办报模式。 

    一、大胆设想，有益尝试 

    我们不妨作这样大胆的设想，广播电视报要在未来报业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发展趋势

极可能有两种。 

    一是日报化。因为广播电视本身面对的就是信息多元的世界，作为广播电视的补充和延

伸，广播电视报也可以而且应该全方位关注广播电视传输的信息，故而办成晚报类的电视日

报，和广播电视并驾齐驱。从另一趋势上看，一些日报类报纸也在和广播、电视嫁接，比如

《北京青年报》办的“新闻周刊·新闻联动”版就是这方面很好的开拓。 

    二是周刊化，即杂志化。随着上星频道的增多，“一卵多胎”（即同一台号衍生出不同专

业频道）现象的出现，广播电视报的容量无疑要随之加大。多版化是必然趋势，版面功能也趋

向专业化，形成影视周刊、生活周刊、教育周刊、体育周刊、证券周刊等等。这样，通过结构

内容的调整，形成服务功能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导视服务功能、生活服务功能、宣传功能、教

育功能、娱乐功能等“多箭合一”，让广播电视报的信息更丰富，服务更周到，特色更鲜明。 

    广播电视报杂志化可以有两种办刊方针。一种是把广播电视的内容直接变成纸上的文字，

可让听过或看过广播、电视的受众精确阅读，温故知新，也能让因工作忙等其他因素错过看电

视的观众弥补遗憾。我们姑且称之为“上周刊”。一种是办成主动的，有大包容性和个性的期

刊，做趋向新闻，以广播电视为先导，按照已发生的重大事件具有规律性的信息，揭示这一事

件未来的发展走向，我们姑且称之为“下周刊”。 

    二、贴近读者，引起共鸣 

    贴近，是新闻传播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广播电视服务受众的一个重要原则。只有贴近，

才能引起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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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纸白纸黑字的可存留性与电视画面转瞬即逝的易逝性对受众产生的亲和力并不一样。读

者更多的是通过报纸了解身边的新闻，而观众更多的则是通过荧屏博览天下事。作为“双栖传

媒”的广播电视报有为广播电视受众服务的功能，同样也表现出地域贴近性的报纸特性。如一

些广播电视报开办的“热点人物”、“神聊”、“社会热点”、“世事万象”、“情感专递”

等栏目和版面，在当地读者中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但从广播电视报的本体功能上看，它们不

带“电”，不姓“电”，它们的成名有些“歪打正着”。换句话，它们虽然远离广播、电视，

但之所以产生反响，不仅仅是因为它们视角新颖、富有文采，更重要的是它们贴近当地百姓的

生活。在新时期，广播电视报的办报方向决定了它必须姓“电”，必须带“电”作业，这就对

它的贴近性提出了新的要求。 

    多年的办报实践表明，广播电视报的贴近性无外乎表现为贴近声屏、贴近地域、贴近读

者。 

    三、独家视角，深层挖掘 

    传媒的竞争归根结底是质量的竞争。多年来，广播电视报以“追逐”明星为己任，久而久

之被人们认为是娱乐小报。其实，“只有不成功的策划，没有不成功的媒体”，广播电视报同

样可以办出大感觉。据笔者了解，《四川广播电视报》过去曾举行过的“学××百人大讨论”

就很有反响。袁鹰、冯英子等名家为其撰稿，品位不俗，当年的《新华文摘》曾予以转载。 

    广播电视报的明星专访依然不能放弃，但广播电视报的明星专访要区别于晚报类专访，要

有独家视角，培养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即使是对同一人物、事物的报道也要寻找属于广播电

视报的传播层面、传播角度。 

    广播电视报广泛应用的电话采访方式，克服了过去只能近距离逼近式采访的不足，广播电

视报同样可以化周报周期长、时效性差的劣势为优势。此外，广播电视报人要能静下心来在热

闹的“平面式”竞争格局下向报道深层开掘，在大家都耕作的土地上种出不同凡响的广播电视

报的奇葩来。比如对同一新闻事件能挖掘出比别人更深的新闻事实，通过对已知新闻事实的深

层开发，阐发出更新的观点和思想等等。 

    四、关注“幕后”，开拓空间 

    广播电视的大量直播节目给广播电视报内容的新鲜性带来不利影响，但也给广播电视报提

供了生存的夹缝。“新闻联动”就是电视、报纸互动的产物，它应该是广播电视报的“主

菜”，它既符合带“电”作业的规则，又能有所作为，因为电视只报道“发生了什么”，广播

电视报应该告诉读者“电视画面背后还有什么”、“意味着什么”。2000年11月，中央电视台

记者水均益在耶路撒冷战地发回报道，画面上的水均益头发被风吹得很乱，他的身后就是以巴

交战的战火。《新闻联播》中的这幅画面让人观后无不为水均益捏一把汗，观众们都渴盼了解

水均益等人的安全状况及战争何时能结束等幕后新闻。哈尔滨《广播电视周报》记者把电话数

次打到耶路撒冷采访水均益，并加进冲突背景的介绍，于是就有了《水均益：耶路撒冷的炮声

让他更冷静》的报道。这还是非现场直播的事例。对于现场直播的报道，广播电视报的记者应

该观察得更细、懂得更多，要能挖到电视没拍到也无法拍到的“独家材料”。惟有此，广播电

视报才能杀出重围，为自己创造更大的活动空间。 

    五、坚持特色，搞好“专卖” 

    一张报纸有没有市场，关键是看你有没有特色。在西宁召开的一次省级广播电视报年会

上，北京广播电视报社社长陈克学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日报、都市报就像一个“超

市”，内容门类齐全、应有尽有，但不一定精细，而广播电视报就像一个“专卖店”，内容相

对要专、档次要高，要使人们看了报纸觉得有特色、有品位，所以广播电视报应该走“专卖

店”的路子。如何走“专卖店”的路子，我认为必须立足广电、适应市场、满足读者的需要。

 



广电报的基本任务，就是当好广电和群众之间的桥梁，宣传好与广播电视节目有关的内容，用

业界的行话说，做好“带电作业”是广播电视报的优势，所以必须要把广电领域内的文章做深

做透，这也体现了“专卖店”的特色。但是广电报既然以进入家庭为主，而家庭类型不同、组

成不同，有各方面需求，所以要提供包括娱乐、时尚、休闲、保健等多方面内容的有效服务，

这样才能吸引读者。 

    六、引进人才，迎接挑战 

    广电报在报界是“小弟弟”，广电报社不属于强势媒体，所以报社队伍人手少，总体素质

也偏低。各地广播电视报近年来虽然新引进和分配进了一些大学本科生、研究生，知识、年龄

结构有所改善，但在一线采编人员中，具有高级职称的编辑记者却很少。在激烈的报业竞争

中，广电报必须提高队伍素质，特别要注意培养、汇聚人才。中央电视台近年来从全国各地汇

聚了大批人才，使竞争实力大增，社会影响越来越大。白岩松原是《中国广播报》的，水均益

原是新华社的，崔永元原是中央电台的，方宏进原是大学教师，他们目前都成了中央电视台的

骨干。当然，广电报不具备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吸引力和大手笔，但他们的做法值得借鉴，我们

一方面应注重培养人才，让现有人员有机会进修提高，另一方面要注重引进人才。对于广电报

来说，目前特别需要两种人才，一种是策划人才，一种是撰稿人才。策划人就是要善于出点

子、出主意，策划一些大型社会活动，成功了，社会影响就很大。有了好的撰稿人，作品才能

出彩，宣传才有质量，报纸才有吸引力。所以，只有保证广电报社队伍的整体基本素质，再加

上有几个冒尖的骨干，才能使报纸办出特色、办出水平，迎接新挑战，开创新局面，更好地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作者为宁波广播电视报社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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