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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广播媒体具有双重属性，不但具有政治属性，而且具有产业属性，这种观点不是一个新鲜命题，
自20世纪90年代，就已见诸报刊。
但对广播的双重属性进行深刻阐述的并不多见。
双重属性是不是目前我国广播媒体属性最本质的概括？
每一种属性的本质是什么？
各个属性的相互关系是什么？
双重属性对广播体制、机制有什么样的规定性？
对广播频率、栏目的定位有哪些要求？
在新闻宣传、节目管理、经营创收、事业建设等方面有哪些基本的关系要处理好？
广播的从业者，天天要面对上述问题，天天要处理上述问题带来的各种矛盾，也就不得不去思考上述
问题。
　　我们认为，双重属性，即政治属性和产业属性，是对当前我国广播媒体本质的深刻、准确的概括
。
　　本质，是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
属性，是指事物所具有的性质、特点。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政治属性、产业属性，这两个属性，是当今我国广播的两个根本属性，正是这两
个属性，决定了当今我国广播的性质、面貌、日常运作和发展走势。
这双重属性，高度概括了当今我国广播的性质和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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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双重属性下的现代广播宣传管理》的编者们翟国选等在广播实践中的经验总结，诸如在广播媒体内
部架构的设置，频率、栏目的定位，宣传报道的策划，节目听评体系的建立以及新媒体的运作等具体
工作中，如何处理好双重属性，如何利用两者的一致性，促进其相辅相成，而控制其不一致性，尽量
减少其冲突矛盾。
书中有具体的操作案例，有切身的感受和体会，有定性定量的分析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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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中国广播双重属性形成的背景及条件 在20世纪70年代末实现社会转型之前，中
国的广播是单一的政治属性，基本上按国家事业单位的规定和要求，承担党和政府赋予的宣传报道任
务。
这时的广播习惯上被称为“新闻事业”。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社会开始实现转型，中国广播的功能和属性才逐步发
生变化，进人20世纪90年代后，其产业属性日渐明显，双重属性的格局得以形成。
 中国广播由单一政治属性向兼有政治、产业属性的双重属性的转变，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一方面它是转型期中国广播自身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也是转型期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一些私营广播作为企业经营，有过一段引人注目的经营发展史。
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电讯条例》，允许民间经营广播电台。
至抗日战争前夕，全国已有70多座民营电台在经营广播，具有代表性的是上海新新公司广播电台——
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座民营广播电台，广播事业一时出现了繁荣的局面，积累过一些有益的广播经营与
管理经验。
1949年，随着中国共产党全面的军事胜利，国民党在大陆的广播电台陆续被解放军接管，陆续改建为
人民广播电台。
一些大城市的民营广播电台，也随着全国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逐步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
 新中国成立后，广播电台完全国有化，取消了所有的私营广播。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广播的意识形态属性被进一步强化，新闻传媒的经营活
动全部停止，计划因素完全取代了市场因素，广播的经营活动就此完全中断。
 20多年之后，我国广播重新启动企业化经营的车轮。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改革开放政策启动实行，国家各项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
市场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被重新肯定，新闻界也萌生了借助市场因素增加经济收入以谋求自身生
存和发展的欲望。
 公共广播和商业广播在节目编排上也存在差异。
公共广播作为公共台，它要向受众提供内容丰富、格调高雅的节目，提高国民整体文化素质，所以其
节目侧重新闻报道和社教类节目。
而商业台迫于商业竞争的压力，不得不在娱乐性上大下手笔，所以其娱乐气息就比较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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