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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9月，毛泽东主席为纪念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

建20周年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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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降屋拷霪刍一九八七年九月，邓小平同志

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题写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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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为纪念中国人民对外

广播事业创建55周年题词。

砉传五叫朋友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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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说 明

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部门志》是一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主思想为指导，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

记述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个部门的历史与现状的专业志。

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部门志》是根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每一种语言广播都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点而编纂的。每种语言广

播实际上就是一家电台。除此以外，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还有发稿

部门、技术保障部门和行政管理部门等，它们也各自修志，全台

部门志预计出版6集。

三、本志书中各个部门的上限时间，都是从各部门正式建立

时间算起，下限时间除已出版的第一、二集部门志以外，均定为

2000年。

四、本志书体例采用述、记、志、表、录为主要表述形式，

“志”为主体。行文为记述体，现代语体文。以“横排门类，纵

述史实”为排列原则，采用章、节、目三个层次结构，结合中国

国际广播电台的特点设置篇目。各语言广播部门一般包括概述、

机构沿革、方针任务、节目设置、编播工作、听众工作、专家工

作、管理工作、队伍建设、合作交流等等。其他部门则根据自己

的工作状况设置本部门的篇目。其中以概述为总摄，简叙各部门

发展脉络，有的部门在章下设引言，起提纲挈领的作用。考虑到

全台志中统一选用图片，为避免重复，在部门志中不再收入。由

于各部门志书出自非一人之手，篇目有所不同，繁简亦不一致，

本志在篇目方面尽可能保持各部门的特色，不强求一致。还有一

点需要说明的是，在“队伍建设”中，有一些部门志加了“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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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但各部门之间详略不同。有的人曾经在两个以上的部门

工作过，为了避免重复，其简介按本人在某一部门工作时间较

长、担任职务较重要者记人，其他部门从略，并以括号注明“简

介见某部门志”形式记入。

五、关于国际广播电台部门志的排列问题，原计划按中心

(室)所属部门排列，并考虑每种语言广播的开播时间先后顺序，

但在修志中由于无法同时完成而难以做到。本志书基本上是以部

处为基础编纂的，至于中心(室)～级机构，在全台志中加以表

述。

六、修志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尤其是国际广播部门长期以来

忽视资料的积累，给修志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各部门担任志书

撰稿的同志知难而上，全力以赴，不辞辛苦，任劳任怨，深入调

查，多方搜集，精心写作，保证了志书的完成。为了使志书做到

尽可能翔实、准确，每一个部门志都经过反复修改，有的志稿先

后改了十几次、甚至二十多次，这种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是令人

钦佩的。我们谨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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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当时呼号为“北京广播电台”)老挝语

广播是1956年12月15日正式开办的。

老挝(旧名寮国)是中国的邻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企

图重新奴役印度支那人民，先后入侵印度支那(简称印支)三国，印

支人民进行了八九年的英勇抗战。1954年召开日内瓦会议，达成

了关于恢复印支各国和平的各项协议，但由于美国的破坏，协议在

越南的南部地区和老挝未能顺利执行。1956年，老挝爱国力量同

王国政府第一次实现了联合。中国政府当即表示支持。随后，富

马首相应周恩来总理邀请，率代表团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接见并

设宴招待老挝政府代表团全体人员。毛主席说：。中国和老挝是近

邻，两国在历史上是友好的。近代两国问的关系虽然曾经有过中

断，但是，现在在新的基础上，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又开始恢复历

史上的友好关系。”富马首相说：“老挝人民知道，在实现他们的独

立、和平的目标时，他们可以依靠中国人民的友谊和支持。”

北京电台对老挝广播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办的。由于第一次

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召开之后，中国的国际威望日益提高，北

京电台老挝语节目一开播就引起老挝各界的注意。据老挝人士反

映，当时北京电台是老挝各级干部、群众了解国际时事政治的主

要消息来源，在一些边远地区甚至是他们了解爱国力量中央精神

的消息来源。



摄 述 5

由于美国的军事干涉和破坏，亲美的老挝右派势力不断在老

挝制造事端和冲突。1959年，右派势力控制了政府，第一次联

合破裂，革命力量再次转入武装斗争。在这一段时间里，北京电

台老挝语广播及时播出了反映中国政府立场的社论、评论和文

章，揭露美国对老挝的干涉以及右派势力的背信弃义。同时，老

挝语组组织收听老挝电台的广播，将老挝爱国力量中央告人民

书、革命武装活动情况以及老挝群众集会示威反对右派势力破坏

老挝和平等消息，及时向老挝人民进行报道。

从1959年到1962年扩大的日内瓦会议召开，老挝爱国力量

同右派势力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北京电台对老挝广播始终本着

尊重老挝独立和中立的立场，宣传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而努力。

为使老挝广大听众及时了解老挝问题谈判的进展情况，北京电台

老挝语广播增加了播出时间和次数，从每天1小时，分2次播

，出，增为每天2小时半，分4次播出；并及时赶播有关老挝问题

的消息及其他稿件。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尽管极左思想的干扰给对外

宣传带来很大的损失，但对老挝广播始终支持老挝人民的抗美救

国斗争，在老挝人民心目中仍有较高的威信。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当时的越南当局武装人侵柬埔寨，

并加紧对中国的武装挑衅和骚扰活动，中越关系恶化。中老关系

也受到一定影响。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有相当一部分老挝党政

干部、士兵、知识分子和群众，为了解中老关系、中越关系的真

相，继续收听北京电台的广播。20世纪∞年代以来，老挝语广

播克服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消极影响，进一步端正了指导思

想，节目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越来越受到老挝听众的欢迎。老

挝听众来信不断增加。在此期间，中老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中

国国际广播电台与老挝国家电台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合作与交

流日益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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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机构沿革

1956年12月，老挝语广播开播时，老挝语与越南语、柬埔

寨语、泰国语四种语言广播合为一组，简称“越柬老泰语组”，

隶属于对亚洲广播部。初期因为国内懂老挝语的人很少，开始时

只有5位专家和一位归侨，困难很多，广播稿都是由专家从越南

语节目的越南文稿翻译成老文的，没有打字机，所有稿件都用手

写。到1958年，才相继调入老挝语专业干部，老挝语广播才逐

步独立开展编采业务。1963年8月， “越柬老泰语组”划分为

“越老”和“柬泰”两个组。老挝语干部为6人，还有2名老挝

籍专家。

1964年，“越老语组”又一分为二，老挝语组正式成立。组

内除原有的干部和专家外，1965年调进5人，其中归侨青年3

人。1966年除专家外，有编辑3人、翻译4人、播音员3人。

1968年调进北京外语学院老挝语专业毕业生3人，1969年调进

留学生2人，1970年调进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4人，1985—1987

年调入归侨2人、北京外语学院毕业生1人，1988年从广西民族

学院调进2人；与此同时，老挝语组陆续调出10人。

1991年6月3日，老挝语组改称老挝语广播部(级别不变)，

改名后仍隶属于第一亚洲部。1992—2001年相继调进11人。从

1989年起，老挝语组开始有人员离退休，至2000年先后有3人

离退休，90年代先后调离人员1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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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7月22日，经广电部党组批准，国际台各语言部升

格为处级建制，其中节目为1小时的语言部为正处级，半小时节

目部为副处级。老挝语部为正处级建制。

1996年9月，国际台升格为副部级，下设14个中心机构，

老挝语部隶属于第二亚洲地区广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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