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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播专业化时期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也是中国广播最具活力、发展最快、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辉
煌的时期，本书采用普遍联系的方式，对广播专业化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多层面的梳理、描述。
具体方法以节目形态为核心，以广播体制及受众结构的相互作用为条件，以政治、经济、社会、媒介
技术等四大因素为背景，有针对性地分析研讨广播专业化在不同时期的变革与创新，从而总结，发现
广播的内在发展规律，以及广播作为一个复杂的自适应系统，在专业化的调整与创新中积累的宝贵经
验，同时寻找其作为一个“听觉”媒体在新媒介环境中的发展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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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早期的专业化频率　　一、广东珠江经济台启动　　1 986-1992年，广播专业化初期是专
业台起步时期。
标志性事件就是1986年12月15日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开办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创建“珠江模式”。
　　珠江台的创建和一系列改革表明我国广播进入全面改革的新阶段。
此后近五年时间，参照珠江经济台的新颖广播模式，全国创办经济台的热潮在各地升温。
①l990昏j8月，北京广播人借鉴珠江台的经验，开播了北京经济台。
　　1991年，上海电台首创交通信息台。
　　1992年10月，上海东方电台开播。
节目的特点是设置主持人栏目，板块式结构，24小时直播，引进热线电话；新闻节目讲求“大容量、
快节奏”；特别注重为听众服务。
这些思路和做法与珠江经济台基本相同。
　　自此，中国广播专业化发展史上，不同时期各地出现过几次大的创办热潮。
　　★经济台热潮：1986年珠江经济台开播，随后，经济广播在全国各地刮起一阵　　旋风。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全国电台纷纷改版，改版时都以“本台采用　　大板块、主持人直播
、开通热线电话”作为旗号进行宣传。
仅过了5年时间，全国的　　电台基本k成了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的翻版。
这段时期也是经济台最兴旺的时期。
　　★音乐台热潮：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期，地方电台出现了“音乐化浪潮”，是开办音乐台
数量最多的时期。
标志性事件其一，l988年在中国大多数电台仍然是调幅广播的时候，广东珠江台就推出了以流行音乐
为主打内容的立体声广播；其二，l993年开播的北京音乐台成为当年度搅动北京媒体市场最具影响力
的事件。
　　★交通台热潮：1991年9月30日，我国第一家交通广播频率——上海交通信息　　台诞生，l999年
前后是交通台集中涌现时间。
到2003年底，全国交通广播已达5家。
　　自2003至2006年，交通台的广告总量增幅连续保持在2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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