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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闻广播的改革，呼唤着新的理论。
理论滞后于实践，不能适应教学和实际工作的需要。
已是不容回避的现实。
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认真总结办好社会主义广播的经验，使之升华为系统的理论，
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新闻编辑学，是摆在广大广播工作者和理论教学工作者面前一项刻不
容缓的新课题。
　　我国广播工作者在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大胆探索，不断开拓创新
，努力遵循广播规律和特点办广播，坚持走自己的路，闯出了一条新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尤其是主持人和主持人节目的出现，突破了广播宣传的固有模式，突破了编、采、播、控机械分工的
局限，为形成采编播一体化和实行“主持人中心制”的节目运作机制创造了有利条件，促进了广播宣
传方面一系列改革，开创了广播宣传的新局面。
主持人成了节目改革的突破口。
广播改革的丰富实践，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营养，大大拓展了广播新闻编辑学的内涵和外延
，为新学科的建设提供了大量新鲜经验和新的理论依据。
实践的创新必然带来理论上的突破，意义深远。
　　广播新闻编辑学是研究广播新闻编辑工作的规律、特点和方法的科学。
研究广播新闻编辑学不仅要注意它与其他编辑学的共同规律，尤其要注意它的特殊规律。
广播新闻编辑学和报纸编辑学相比较，具有许多共同规律和共同点。
但由于传播媒介、传播方式以及传播手段的不同，又存在着“听”和“看”的根本区别。
前者是供人收听的节目编辑工作，后者是供人阅读的版面编辑工作；前者是借助声音传播的时空结构
艺术，后者是通过文字传播的平面结构艺术。
抓住了这些特殊点，也就抓住了广播新闻编辑学的精髓和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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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播新闻编辑教程（修订2版）》原名《广播编辑》，1995年再版时，作了较多修订，并更名为《广
播新闻编辑教程》，全书共分13章。
新增写了《广播时间与节目表》、《直播节目编辑工作》、《建立广播新闻编辑学的意义》、《广播
新闻编辑方针与编辑思想》、《我国主持人节目走向与思考》等章节，对其他章节的内容和布局也作
了一些必要的修补和调整，使全书的基本框架更趋合理。
2000年版则主要做了一些文字、标点及版式体例的订正调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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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种适应市场竞争用人管理机制的建立，无疑为出人才、出精品创造了有利条件，为策划竞争、
创新创优营造了良好氛围，也为确保节目策划成功提供了制度保障。
　　第四节新世纪我国城市广播新策略　　城市的出现是文明的标志之一，而城市化进程标志着文明
的脚步。
时至今日，世界上的城市已由点到面，由小到大，由单个城市到城市群再到城市网，这种变化带给新
闻的连锁反应就是对受众的“贪得无厌”，多多益善的思路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大而全”的节目就会
被淘汰。
当新闻完全按其自身的规律和定位传播时，尤其是频率专业化后，媒介会变得越来越平民化，触媒者
也将越来越具体而单一，节目的针对性更强。
这是城市广播需要认识的。
　　城市电台作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展现在听众的眼前，是以珠江电台的开播为一大转折点的。
紧随其后的其他城市台，纷纷改弦更张，从节目内容到形式，从内涵到包装都有了较大的改进。
一时间，城市广播立即体现出了它对象明确、定位准确、地域性强的独特优势，它的所有潜力都在闪
出耀眼之光，在三分之二的省会城市，市台与省台在规模和效益上已不相上下，有的已超过了省台。
有些城市台还敢于和当地的电视台争受众，显示出了城市广播的虎虎生气。
那么，当进入新世纪，面对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的新时代，面对互联网、电视、报纸、杂志等多
种媒体的激烈竞争，面对老大哥省台的强大压力，我国城市广播应如何优化？
应采取哪些应对举措呢？
　　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下，　　树立市场意识，强化经济属
性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强调立足中国现实，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开拓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新途径。
“发展必须坚持和深化改革，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
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①从这一高度来审视中国城市广播的发展无疑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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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广播新闻编辑学是研究广播新闻编辑工作的规律、特点和方法的科学。
研究广播新闻编辑学不仅要注意它与其他编辑学的共同规律，尤其要注意它的特殊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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