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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

的队伍中，有一支由著名记者范长江率领的小小的新闻工作者队

伍，他们是负责接管北平国民党宣传机关的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工

作人员。当日下午4点刚刚到达驻地，晚上8点钟，以徐迈进(当

时为新华社口播部负责人之一)为首的军管小组就进驻位于北平

西长安街3号的国民党北平广播电台。根据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

部的布告(约法八章)的精神，这家电台接受了军管，当即宣布停止

播音。事隔一天，2月2日上午11点45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

前身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使用这家被接管的电台的波段和设备开始

播送北平市军管会和北平市人民政府的布告法令以及《以和平方

式解决北平战事的经过》等报道和述评。从此，北平的广播便掀开

了新的一页。

1949年3月25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随中共中央进入北平，

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负责向全国广播。原对北平市广播的

北平新华广播电台遂更名为北平人民广播电台。同年9月1日，

这两家广播电台合并，成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第一台与第二台。

12月5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将原新华广

播电台第二台更名为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并任命编辑科负责人

丁一岚为台长。当时电台的实体只是一个编辑科，并无自己的技

术、行政部门，这方面的工作，由中央广播事业局有关部门负责。

1951年3月11日，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再次更名称北京人民广

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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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底的统计，北京台共有编辑8人，播音员5人，加台长

共14人。当年4月调整节目，共办有《军管会布告》、《法令》、《职

工时间》、《青年生活》、《妇女园地》、《儿童乐园》、《市政之声》、《本

市新闻》、《国内外要闻》、《时事漫谈》、《广播俄语讲座》等近20个

固定节目，加上转播中央台节目，全天播音8小时50分。

北京台的第一套节目(850千赫)，发射功率600瓦。1949年

底成立经济台，次年改称第二台(1320千赫)，并建立第三台(750

千赫)、第四台(1200千赫)，均为原私营台改造、改建而成。除转

播中央台和北京一台的新闻外，播送广告和文艺节目。发射功率

在200瓦至250瓦。

1953年以前的北京台，除按固定节目表播音外，还举办过多

次临时性的特别节目，采用广播大会及现场实况转播等方式，配合

北京市的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政治活动，大造声势，进行宣传

鼓动。这些特别节目，通过有组织的收听，影响甚大，对实际工作

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北京台作为一家面向北京市的地方台，从她诞生之日起，就其

组织形式、隶属关系来说，不同于其他独立的地方广播电台。中央

广播事业局虽曾几度提出将北京台划归北京市建制，交中共北京

市委领导，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完全落实，只在短期实行过共

同领导。从1955年到1960年这5年，北京台曾经并人中央台。成

为中央台的对首都广播部。1961年1月，北京台才从中央台分出

来，成为北京市的建制，行政上归口北京市文化局，宣传上由中共

北京市委宣传部领导，广播业务受中央台指导。

北京台从开播到1961年的12年来，隶属关系反复更迭，一方

面有其历史上的渊源，一方面也是总的工作方针演变的结果。

一2一



1955年第三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曾经确定“以中央台为基础，地

方台为补充”、“地方台少办、精办节目，多转播中央台节目”的方

针。1956年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又提出：地方台特别是大城

市台应多办节目，以满足听众多方面的要求。而学习苏联莫斯科

市不单独建台而隶属于苏联中央台的作法，为建立“首都部”找到

依据。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呼号下的首都部，任务比较单纯，30

名编辑记者主要负责北京市地方新闻的采编。他们深入基层，和

工人农民交朋友，采写过不少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好节目，受到群

众欢迎。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和手工业、私营工商业改造中，宣传报

道都做得有声有色。但作为地方台的首都部，也感到工作中存在

不少困难。其一，对北京市广播，为北京市的中心工作服务，没有

北京市党政的直接领导，对北京市的工作实际若明若暗；其二，首

都部只负责地方新闻的编采j其他的节目全由中央台各部分头提

供，这使全天播音缺乏统一的筹划，难于体现北京的特点；其三，中

央台面对全国，北京市台的事业建设、节目建设总是个“非重点”，

难于提上议事日程。为解决这些矛盾，经过反复磋商，北京台才于

1961年1月正式划归北京市领导。

北京台单独建台以后，机构逐步健全，人员得到补充，节目趋

向充实，宣传的针对性得以加强。坍62年5月至11月，全台上下

总结回顾了12年来的宣传工作，特别是针对“大跃进”宣传中的问

题，探讨新闻规律、广播规律。总结指出：广播不仅是没有距离的

报纸，还是不用纸张的大课堂、空中的俱乐部；订出了精办新闻、加

强社会教育性节目、提高文艺广播质量的改进方案；强调了捍卫新

闻真实性原则，提倡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作风。总结之

后，广播节目丰富起来，出现了一批深受欢迎的栏目和稿件。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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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问题也引起有关方面重视。1963年底，北京市计划委员会正

式批准兴建酒仙桥发射台，总建筑面积达2600平方米，投资271

万元。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共北京市委首先受到冲击，北京

台60年代初期出现的欣欣向荣势头也遭到打击。1966年5月14

日开始，北京台由中央广播事业局代管。1967年1月14日，北京

台的造反派夺权，夺权宣言迅速由外国通讯社播发全世界。北京

台的播音秩序打乱了，充斥广播的是“造反派的声音”。1967年12

月，进驻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军管小组派出军代表进驻北京台。直

至1974年1月，中央广播事业局近8年的“代管”宣告结束，北京

台重归中共北京市委领导。

归属关系、领导关系的频繁更迭，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干扰，

北京台前30年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只当将及“而立”之年，在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下，拨乱反正，才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

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适应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北京台

着重抓了调整节目。1979年取消了一批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指

导下设置的节目，为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突出办好《本市新闻》和

新闻性专题，并设置了一批教育性节目，丰富了文艺节目。1980

年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和1983年第十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

议召开，北京台根据会议精神进一步强调了加强新闻舆论工作，把

新闻放在第一位，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推动广播宣传的改革。经

过多次节目调整，北京台的主频率828千赫黄金时间，逐步形成了

以新闻和新闻性专题为主体的“黄金一条龙”的节目布局，基本上

适应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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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整节目的同时，北京台的创收工作逐渐起步。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北京台一切费用依靠政府财政拨款，实行

全额预算管理。1979年11月，一批商业广告在北京台的广播中

露面了。1953年终止的广播广告，26年之后，在改革开放中悄然

重开业务。从此，广告收入成为电台资金的另一来源。电台自身

的创收给广播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985年位于建国门外新

技术楼建成，1990年12月建外24层办公大楼启用，各项新技术

的装备以及办公设备都不同程度得到创收资金的支持。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人民群众对科学文化需求的日益

增长，随着在改革大潮中大众传媒竞争日趋激烈，原来的综合台体

制已经不能满足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需求。1990年8月6日，北京

经济台根据首都的特点并借鉴珠江经济台的某些作法，开始试播。

经济台从节目设置到播出形式都进行了新的尝试，力求贴近群众，

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这一新的广播模式在北京反映强烈。

1992年底，北京台总结了开办经济台的经验，决定以建立专

业化系列台为龙头，同时进行财务、人事、创收等方面管理制度的

全方位的配套改革。1993年开办了新闻台(828千赫)、音乐台(调

频94．5兆赫)、儿童台(调频94．5兆赫副讯道)、交通台(927千

赫)，1994年又开办了文艺台(调频87．6兆赫)、教育台(1476千

赫)。7个播出频率，7个专业台，各具专业特色。以新闻台为例，

他们确立了以新闻立台的指导思想，强化新闻，扩大新闻节目品

种，增加新闻播出次数，做到每逢整点有新闻。信息量加大了，时

效增强了，报道面拓宽和报道深度的开掘，适应了市场经济条件下

社会对信息的需求，也发挥了新闻舆论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的导向作用。各专业台本着“三贴近”的原则，大量采取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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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板块形式，开通热线电话，与听众直接沟通，调动了群众参与

的积极性。

专业化系列台的面世，在北京引起强烈反响。新华社记者在

一篇专稿中，以“似乎一夜之间，北京平添了许多‘广播迷”’开篇，

报道了京城广播“火”起来。《新闻出版报》发表了“京城广播东山

再起”的长篇报道，指出：“1993年，京城广播迎来了一个明媚的春

天”。一时间，北京经济台、新闻台、音乐台的节目变化成了首都新

闻媒介的热门话题。一篇报道作了这样的描述：“一个个素未谋面

的主持人，都成了这座城市的明星，一到这些节目的固定播出钟

点，从许多家庭、餐馆、发廊、商店都传来同一个声音。种种迹象表

明，京城的广播真正‘火’起来了。”广播的红火，理所当然地吸引了

更多的广告客户。
。

广播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互相作用。北京台把社会效益放

在首位，力争做到两个效益的统一。其指导思想是以节目创优推

动经济创收，又以经济创收进一步推动节目创优。

北京台依靠自身实力的增长，使其技术装备从落后于世界先

进水平20年的差距，逐步缩小，到迎头赶上。到1993年底，北京

台的绝大多数技术设备得到更新。中波4套节目的发射总功率从

80年代后期的30千瓦，发展到140千瓦。调频发射功率也从1

千瓦增至5千瓦。技术方面的改善，扩大了覆盖面，也提高了广播

质量。1993年底，北京台广播的人口覆盖率达到98％。

依靠自身实力的增长，为北京台吸引人才与培养人才，改善职

工生活福利创造了良好条件。

1992年底，北京台又提出新的经济管理办法，把过去统一经

营的机制，改为由各专业台经营的体制；把过去的一级核算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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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二级核算制，由各专业台、各职能部门自己理财，并把国家、集

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落实到责、权、利之中，使三方面利益同步发

展。新的管理办法，带来了收入的新的增长。

北京台在改革、开放中，在两种经济体制的转变中，解放思想，

开拓进取，走上了依靠自我发展，实现良性循环的道路。但如何进

一步提高节目质量，满足听众日益增长的需要、如何进一步完善经

济管理，提高管理水平等方面，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改革仍将进

行下去。

21世纪的来临，将出现一个更加繁荣的北京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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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宣传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播之始，就肩负着党、政府和人民喉舌的

重任。开播之初的主要任务有二：一是播送军管会和人民政府的

布告、法令；--是转播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台前身)的节目。

陕北台进京后，北京台作为面向北平广播的地方台，曾把办台

总方针定为“以社会教育为主”、并提出“主要为工人、学生服务”。

当时，曾一度大办工、青、妇等对象节目，分别对特定对象广播。在

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等政治运动中，通过组织收听发

挥过应有的作用。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为北

京市建设工作服务的地方报道任务繁重，“社会教育为主”的方针

逐步淡化，对象节目陆续停办，面向广大听众报道北京市中心工作

的《本市新闻》和“反映首都人民前进的足音”的《首都生活》节目成

为宣传的重点。工作方针的转变，带来工作方式的转变：从改编报

刊为主，走向编采并重，从报纸的有声版走出来，开创广播自己的

道路。着力探索广播规律，扩大社会影响。

1962年，北京台作出12年宣传工作基本总结，检查了大跃

进、人民公社化报道中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总结》强

调指出：新闻报道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超越社会

主义阶段的实际，片面强调共产主义因素，急于“过渡”的思想是有

害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12．年总结遭到批判，被指责为复辟资本

主义的黑纲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重申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北京台为适应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大规模调整了节目，并以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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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为突破口，带动宣传工作的全面改革。

进入90年代，北京台加大改革力度，在专业化系列台建设中，

强调按广播规律办广播，充分发挥广播优势；坚持“三贴近”原则，

调动听众参与的积极性，使广播的喉舌作用、教育功能、娱乐功能

和服务功能，都较前期有更好的发挥。

第一章新闻类节目

新闻类节目是广播电台的骨干节目。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诸

多的节目中，新闻类节目处于重要和首要的位置。因形势的发展、

变化。北京台新闻类节目经历了一个曲折上升的历程。在改革开

放的新时期，特别是创办专业化系列台以来，北京台新闻类节目发

展迅速，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大。

北京台的新闻类节目，四十多年来大致是这样走过来的：

建台初期，主要播发新华社与报纸的新闻稿，电台以编为主，

并着力于通俗性的时事政治宣传(1949—1953)。

在贯彻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阶段，北京台加强了地方报

道，增办《首都生活》，配合重大宣传多次举办特别节目和广播大会

(1954—1961)。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按北京台《十二年宣传工作总结》精神，精

办新闻．致力于提高节目质量(1962—1965)。

“文化大革命”时期，地方新闻一度中断，只转播中央台新闻，

“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后，略有恢复(1966—1978)。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新闻类节目健康发展，位

居首要；特别是进入90年代建立专业化系列台后，新闻类节目在

内容和形式上有新的开拓，数量与质量更上层楼(1979—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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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分新闻与言论、新闻专题节目及特别节目三节缕述如下：

第一节新闻与言论

从1949年开播至1993年建立专业化系列台的四十多年间，

北京台举办过的新闻节目，主要有《本市新闻》、《北京新闻》、《新

闻》、《简明新闻》、《国内外要闻》、《报刊文摘》以及《国内外大事》、

《时事节目》、《赵师傅和小刘谈时事》、《对中学生时事广播》等。同

时，长期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全国各地

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50、60年代还转播中央台的《国际新

闻》。上述各种节目，一般为15分钟一次，短的10分钟，长的也不

超出20分钟，《简明新闻》为5分钟。中央台的《报摘》和《联播》为

30分钟。

言论不设固定节目，散见于新闻节目中，较多地摘发有关报刊

的重要言论。本台评论为数不多，编后话居多。80年代中期，一

度开办过《星期论坛》，带有杂文随感色彩。

90年代，建立专业化系列台后，有些言论也出现在大板块节

目中，包括某些政要专家，对某些热点问题发表意见。

开播之初，北京台奉行“以社会教育为主”的办台方针，《本市

新闻》每天只有早晚两次，各15分钟。最初由来自解放区的统一

编辑部供稿。统一编辑部是由新华通讯社总社、陕北新华广播电

台、华北《人民日报》三单位人员组成。这是在范长江领导下进入

北平的第一支新闻队伍。4月，统一编辑部撤销后，稿源绝大部分

依靠报纸，一小部分由机关、工厂、学校提供。1950年，北京台只

有12名编辑，从事《本市新闻》编写的只有1人，有时2人。

1951年，成立了一个由5人组成的新闻组，除编写《本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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