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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背景下广播新闻节目的价值营造 

时间：2005-1-19 21:56:35 来源：中华新闻报 作者：张楠 蔡纬华 阅读938次

  

   近年来，我国广播新闻已经从理念到实践发生了许多变化，可听性做得比较充分了，但是

仍然未能达到“必听性”程度。在这个媒介激烈竞争的时代，新闻媒体要想生存发展、创造自

身影响力，则必须以赢得受众的“第一需要”为目标，营造一种“独特的价值”. 

    《第一报告》是“中国之声”频率改版之后在正午黄金时间推出的一档新的直播节目，这

个节目的新鲜点就在于以来自前方的记者连线播报的消息成为新闻消息类节目的主要表达方

式。主持人与记者电话连线，即时提问、现场播报和简短评论互相穿插，让听众在第一时间听

到来自新闻现场最真实、最鲜活的信息。笔者认为，此节目在新闻播报手段上的改革，在一定

程度上凸现了广播新闻专业化内核――在充分理解“新闻传播”本质和“广播媒介”本质的基

础上，对各种资源进行了有效的开发利用，提升了广播新闻的传播价值。 

    广播新闻媒体的机制、运作等在一定程度上最终可以高度简化抽象为这样一个程序：拥有

各种资源――对资源进行利用――创造产品（价值），对于《第一报告》来讲，抛开硬件技术

因素，此节目所拥有的资源主要是四个：记者资源、主持人资源、信息资源、时间资源。 

    记者资源 

    从某种角度说，我们当今的广播新闻媒体制作和传播新闻的方式对记者资源存在一定程度

的浪费。因为就目前各地广播新闻节目来看，除了一些深度的专题性节目或者遇到有重大意义

的新闻事件之外，一般常态都是播音员单一的声音把记者采写的新闻稿件念出来，是信息的

“转述”。人们在接受信息传播时候，其信任程度与传播层次成反比。信息转述层次越多，其

信息损失或变形越严重，可信性就差；传递层次越少，可信性、感染力也越强。 

    在《第一报告》节目中，信息的传播者主要不是“念稿子”的播音员，而是处在事件一线

采访的记者。由节目主持人与前方记者电话连线，请他为听众用真正的“口语”报道他所知道

的新闻。这种方式就避免了因为多层次“转述”造成的信息变形，也能以一种更直接、更贴近

的方式提高听众的注意力和感知力。 

    媒体花费很大的人力，派记者到新闻一线去报道新闻，目的无非是以高质量的“新闻产

品”获得受众的信赖和认可，进而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实现自身价值。尽管媒体已经通过记者

获得信息，但却因为传播方式的原因未能抓住受众的注意力和赢得受众的信任感的话，其他一

切效益便无从谈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一线记者资源的浪费是媒体资源最大的浪

费。 

    当然，依据广播媒介自身特性以及对于成本、运作机制等方面的考虑，当前广播新闻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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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特点就是快捷、简明地传播刚刚或者正在发生的新闻事实，全部让记者连线报道新闻的做法

既不现实，又显得拖沓。但是，适当安排这种“用声音展现新闻第一现场”的节目形态对于提

高新闻传播专业化水平，打造广播新闻媒体的核心竞争力，营造媒体价值具有不可估量的作

用。 

    主持人资源 

    在《第一报告》中，节目的主持人是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而非播音员。他们不是把记

者采写制作的文字稿简单播报出来，而是做着将各方信息点进行整合、过渡、衔接、互动等等

“主持人”应该做的事情。同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听众的“代言人”，向电话连线的前

方记者提问听众想知道的、所关心的各种问题，及时请记者回答、讲解。 

    主持人资源利用的发展空间――打造听众信赖的“专家”主持人。这里所说的“专家”主

持人并不是说他对某一类新闻领域的专业知识很精通（因为消息类新闻节目的内容本来就是杂

的），也不是学术意义上的“专家”，而是指他就是一个做节目主持人的专家，充分领会一个

现代“主持人”的本质内涵，并且能把这种领悟渗透到主持新闻节目的实践当中，以高度专业

化的主持水准提升节目的价值和在受众中的影响力。具体来讲，人性化的传播时代，主持人不

应仅仅局限于按照编辑的策划或者思路来执行，而其本身就应该具有编辑意识，对节目的总体

方向、每期选择的内容目的等都有成竹在胸，这样，主持节目的时候就会把各种素材――新闻

信息、前方记者、自己的点评过渡语、从听众角度可能产生的一些想法等等――经营得娴熟有

道、浑然一体。从而给听众这样一种感觉：主持人是在以其思想魅力、人格魅力来为听众安排

并且与听众同时共享一档可口的新闻午餐。 

    信息资源 

    在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任何一个传统媒体都不可能在信息的收集面上处于绝对优

势。相对于各种媒体数量的扩张以及网络媒体的无限容量，广播媒体信息资源和受众注意力资

源都是有限的。当今新闻媒体人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对已经获得的信息

进行独特的加工、整理、传播，进而形成新闻信息“质”的优势，便成了媒体在竞争中制胜的

关键。 

    《第一报告》节目以“主持人与前方的第一记者电话连线”作为主要方式传播新闻信息，

且不说记者或主持人的话语是否精彩、见解是否独到，这种传播方式本身就是对所得信息资源

的一个独特的“经营”，也是对媒体自身所占有的信息资源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信息资源利用的发展空间――充分发掘利用“潜在信息资源”。我们应该从更广泛的意义

上来理解“信息资源”。从传播学理论分析，由信息、传播者、媒介、受众等要素组成的大众

传播系统是一个循环系统，它并非单向的，没有绝对意义上分割的起点和终点。因此，“信息

资源”不能局限地理解为新闻事件，还包括所传达新闻信息带来的潜在信息资源，即“听众”

处所拥有的信息资源――对新闻的积极反馈。新闻节目应事先告知听众可以发送短信谈谈对新

闻事件的一些想法，在完成所有的新闻连线报道之后，选择听众各方有代表性的观点及时播

发，让新闻节目这个“对话、交流的平台”所展示的内容更丰富一些、平台所发挥的作用更大

一些。这样，可能会吸引更多的听众为能从中得到“自我实现感”而积极参与进来，形成“信

息资源”的一种良性互动，从而让节目所掌握的新闻信息资源创造更大的效益。 

    时间资源 

    对于广播这种以时间和频率为载体的线性媒介而言，对时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是非常

关键的问题。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广播贴身移动接受时代的来临，所谓“黄金收听时间”与

“非黄金收听时间”的规定已经有所变化，或二者之间的界限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的泾渭分

明。只要人们耳朵空闲的时候就可以收听广播。因此在这样情况下，节目的质量（即是否能给

 



听众提供某种不可替代的“价值”）就成了决定听众市场大小的首要因素。如果节目真的具有

难以取代的核心价值，营造了“必听性”，那么听众一定愿意为了节目而花费时间。广播是一

种随时间线性播出的形式，这样节目系统的不同层次就必然存在着纵向或横向的时间布局，形

成相应的时态关系，即“时间链”。相对而言，人们常常会在早晨和傍晚下班途中收听广播。

一般情况下，早晨的消息类新闻节目会快捷简要地报道前一天所发生的事情，而晚上的新闻则

会报道当天发生的重要事件。那么，处于“中间地带”的正午新闻节目应该怎样树立其独特性

呢？《第一报告》针对所处时间段上的特征，也对内容和播报方式采取了一种“中间化”的策

略――在纵向上比一般的消息详细、立体，做到了一定的深度；而在横向上又比专门就一个事

件进行深入分析的专题类节目所涵盖信息量更大，做到了一定的广度。而且，由于中午是人们

吃午饭的时间，《第一报告》针对这种时间段的特点，除了选择人们普遍关心的时事之外，还

比较注意服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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