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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广播的“窄播”现象 

  目前在我国广播事业改革中，最引人瞩目的现象有两点。 

  其一就是各地的专业台建设正方兴未艾。以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楚天广播电台、武汉人民

广播电台为例，目前这三家电台都办有自己的专业台。湖北台的专业台有：经济台、文艺台、

交通音乐台；楚天台的专业台有：音乐台、城市之声；武汉台的专业台有：长江经济台、文艺

台、交通台。这些专业台已经构成了武汉市密集而强大的广播网。它们的建立一举改变了过去

武汉人不听或极少听广播的习惯。有些专业台还在自己的领域内拥有很高的收听率。 

  其次专业台的节目设置充分体现了“窄播”专业化、对象化、系统化、服务化的要求。以

湖北台的经济台为例，这个台紧扣经济脉搏来设置节目，主要开设有《经济信息早报》、《商

海金桥天天“315”》、《置业广场》、《经济一刻钟》、《股市午评》、《人才市场》、

《财经广角》、《百姓物品交换站》、《证券广播网》等节目。这些节目经济特色鲜明，服务

对象明确，服务特点突出，涵盖了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有很强的专业性、对象性、系统性、

服务性。如《百姓物品交换站》免费为听友置换闲置物品，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空中旧货市场，

深受听众欢迎。现在经济台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听众群，特别是在广大股民中深有影响，它也因

此而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从上述现象中，我们不难发现，今日的广播，由“广”而“窄”的趋势已经成为广播发展

的主流，广播的针对性已越来越强，服务对象也越来越单一，它已经逐渐表现出专业化、对象

化、系统化、服务化的特性。我们不妨把广播的这种趋势和这些特性统称为广播的“窄播

化”。 

  二、“窄播化”适应了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需求 

  广播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它的兴衰荣辱无不与它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类型和经济发展程度

密切相关。 

  我国的广播事业在建国后到80年代中期的特点基本上可以用“泛广播”三个字来概括。在

这一时期，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社会文化呈现大一统的特点。广播文化作为社会文化

的一支，也存在千台一面的现象。 

  到了80年代中期，我国的市场经济开始露出端倪，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文化需求更是日益膨胀。此外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的民主得到了发展，人们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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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主体意识也不断增强，文化品位不断提高，人们对文化生活的广度和深

度不断提出新的要求。面对人们这种强劲的文化需求，社会迫切需要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供人们选择。这样一来大而全的“泛广播”传统模式就显然适应不了人民群众文化多样性的需

求。面对这种新形势，广东台率先进行了改革。1986年，广东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宣告成立。该

台对传统的广播模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内容上以新闻和信息为主，在形式上以大板块

直播为主，并开通热线电话，让听众直接参与节目，主持人则一对一地和听众直接交谈。这就

完全改变了广播传统模式封闭型灌输的弊端。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的这些改革措施在广播界产生

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人们称之为“珠江模式”，后来这一模式被全国各级电台普遍采用，从

而翻开了我国广播事业崭新的一页———从“泛广播”走向“窄播”。 

  三、“窄播”是广播的立身之本 

  如今广播、电视、报纸这三大媒体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它们都在采取不同的手段招揽

受众。电视由于图像优势，在这场竞争中正处于有利的位置。但是电视并没有因为这种优势而

沾沾自喜，相反，电视无时无刻不在锐意进取。如：近几年电视频道不断增多，卫星电视、有

线电视不断涌现。此外电视在做好自身节目的系统化、对象化的同时还不断借鉴广播的成功经

验，比如近几年电视兴起的“TalkShow”这种节目，（如中央台《文化视点》、凤凰卫视的

《铿铿三人行》等）就是从广播谈话节目衍生而来的。而报纸改革的步伐则迈得更大。它们充

分借鉴了广播改“广”为“窄”的改革成果，大办专业报以适应不同的读者群。以武汉的报业

市场为例，《湖北日报》就办有《楚天都市报》、《市场指南报》、《湖北农民报》；《长江

日报》则办有《武汉晨报》、《文化报》；《武汉晚报》也不甘示弱推出了《今日快报》。它

们的这些改革措施和广播大办专业台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场竞争中，传播手段相对落后的广

播较之电视、报纸来说，应该有更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因此，在当前这种形式下，广播应

该进一步做好“窄”播工作，通过兴办专业台，改善栏目设置，挖掘新的传播方式，把广播的

触角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细微的领域，满足不同文化层次的听众对信息传播的个性化需求。 

  四、“窄播化”改革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当前我国广播事业的窄播化改革，经过前一段时间的建设，已经进入内部调整深化时期。

在这一过程中，有三个问题值得广播人注意。 

  问题之一：专业台的建设缺乏系统性，重复雷同。比如在武汉市，交通台就有三家，经济

台、文艺台、音乐台也各有两家。如果我们在专业台建设上能做一个系统的考虑，把眼光放开

阔一点，比如说建一些老年台、体育台、健康台，这样效果也许会好得多。因此，在广播“窄

播化”改革的下一阶段，专业台的调整和系统化建设应是当务之急。 

  问题之二：专业台良莠不齐。前几年，我们一些地方在专业台建设上头脑过热，只讲数量

不讲质量，他们在建台时往往缺乏必要的人才、技术、资金储备便仓促上马，这样一来节目便

只好盲目模仿他人，粗制滥造，话题重复，方式雷同。主持人则素质低下，语言贫乏。因此笔

者认为专业台并不是建得越多越好，一定要慎重，要办一个精一个。 

  问题之三：综合台的改革相对滞后。目前，在广播“窄播化”改革中存在这么一种错误认

识：搞“窄播化”就是要多建专业台。这样就忽视了综合台自身的“窄播化”改革。其实，综

合台也存在一个由“广”而“窄”的问题。 

  综合台的“窄”应该“窄”在哪里呢？ 

  笔者认为，首先要“窄”在新闻上。综合台由于覆盖广，再加上广播“快”的特点，因此

在办新闻上和其它媒体比较起来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要充分发挥这种优势，拿出黄金时

间大办新闻。 

 



  其次，要“窄”在地方特色上。特色就是生命。地方台不同于中央台，就在于它们的地方

文化特色上。如果缺少了这一点，那就只能沦为中央台的传声筒。因此，各地的综合台一定要

围绕本地的风土人情、文化特点来安排节目。 

  此外，综合台的“窄”还要“窄”在对象性上。综合台的黄金时间都办了新闻节目，非黄

金时间怎么办？笔者认为，在非黄金时间设置的节目一定要对象性强。具体来说，就是在节目

设置之前，要对当地受众的年龄层次、兴趣爱好、教育程度、收入情况、作息习惯……有一个

详细的调查，从而根据这些不同情况设置专门节目来吸引听众。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 何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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