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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廣播電台開辦所謂健康醫藥類節目已成

普遍常態，聽眾回以見怪不怪的麻木。本文擬

就國內廣播醫藥健康（頻率）節目在各級電台

服務運行中的分佈、類型、形式和特點等問

題，做點初步觀察和梳理。

發現：一種普遍的存在

在國內省級電台中，目前有兩家省級電台

（山西、江蘇）開設了單立的健康頻率，這比

2005 年時的統計數減少了一家。近六年間，

省級電台單獨設立健康廣播頻率者不多，這說

明在目前廣播體制、格局分佈和頻譜條件下，

這樣的單立頻率似乎難以獨撐「門」。

國內廣播電台的健康醫藥類服務內容，絕

大部分以欄目或節目單元的形態出現，成為電

台業務主打之一。2011 年，全國 32個省級廣

播電台（含自治區、直轄市）中，有 29 家設

有規模不一、時長不等的醫藥健康類節目。在

這 29 家省級台中，只有約五分之一的電台擁

有五個或以上的廣播頻率數並同時開設健康類

節目。由此可見，越是頻率資源偏緊的電台，

越急於開辦健康設醫內容廣播。

據觀察，在所有省級電台中，健康醫藥類

節目呈橫跨式分佈，即普遍出沒或嵌插在綜

合、新聞、文藝等各種專業頻率節目表中。這

種彌散或離散現象表明「健康廣播」之「百搭」

特色，似乎只有專業音樂頻率稍具「免疫力」；

這同時顯明國內廣播頻率專業化純度不高。

權重：倚重過深

「無『健康』，不廣播』」，幾乎可算是目前

國內廣播服務的「約定俗成」。本文對國內 19

家省級電台的「健康廣播」情況進行觀察1，發

現廣播電台對「健康廣播」的倚重程度相當深。

在圖表中，深色柱代表該電台中所有健康

類節目的日播總時長，淺色柱表示該台含有健

康類節目的各頻率日播時長總和。深色柱和淺

色柱之間的對比表明各家省級電台健康類節目

無「健康」，不廣播？— 國 內 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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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總體服務中的時長比重，以及各頻率對它

的倚重程度。

例如，山西電台（上表左三）將幾乎所有

的健康類節目都集中在「健康之聲」頻率中，

體現出其歸併統管「同類項」的意識傾向。北

京、天津、河北

（分別為左一、

左 二 、 左 九 ）三

家電台的健康類

節目在全部廣播

服務中的佔比並

不太高，約 1∕7

左右，但其分佈卻相當廣泛。上海電台（右

三；現歸上海廣播電視台統轄）的健康節目在

總時長中的比重，在所有 19 家觀察對象中，

屬數值最低者2。

上圖還顯明：陝西、黑龍江（左四、右

一）兩家省級電台的觀察數據高踞前位，遠超

平均水平。陝西電台的健康醫藥節目在絕對時

長和跨頻率分佈這兩項統計上，皆達「半壁江

山」的程度。

據 CSM 媒介調查，2011 年全國 33 個城

市市場各類頻率的市場份額調查，省級頻率佔

據了整體的 54.3%，這說明省級電台的傳播狀

況和特點在業界具有代表性3。面對健康醫藥類

內容在全國範圍的「超重」分量，廣播業上下

恐怕難以自然狀態而一筆帶過吧。

類分：兩端代表樣態

類分，是一個看似簡單、實難處理的問

題。就直觀收聽經驗而言，「健康廣播」可能

涵蓋範圍極廣，其中一端是較純粹的健康或養

生等知識或服務性節目，而另一端可能是廣播

問診乃至赤裸裸的賣藥推銷。此兩端之間則充

斥著以不同比例「混搭」服務∕推銷成分的各

式產品。本文通過具體觀察，粗筆勾勒如下。

中央台「中國之聲」的《養生大講堂》，可

作為現今業界健康類節目的一個基準。該節目

有固定的欄目和板塊設置，結構完整；從頭至

尾，或由主持人通過播報的方式來傳播養生保

健知識，或邀請正規醫療機構的醫生進行訪談

交流。在整個半小時節目中，沒有隱形廣告性

質的醫院或藥品推介節目。節目創辦的指向、

時長都較為明晰規整。

如以《養生大講堂》節目為標準，大體合

格的健康廣播節目，在省級電台中數量不多，

大約只佔 10-15%左右。經粗略監聽八家省會

城市電台節目發現，其中較純粹的服務性健康

節目也數量不多。濟南、杭州、南京三家省台

節目沒有發現特別明顯的「廣告」內容，而其

他五家省台健康節目則商業性和廣告性較濃。

觀察發現，當「健康

廣播」節目以各種形式直

接推銷或售賣醫療服務

或藥品時，特別容易變

身為「真廣告」或「硬銷

售」。這構成健康廣播節

目中的另類一端。這類

節目通常以廣播服務為

幌子，以節目形態為外

衣 ， 進 行 各 種 所 謂 藥

品、保健品的推銷。節

目 有 商 家 或 合 作 者 冠

名，實質為強力說服推

銷。這在目前廣播醫藥

台 健 康 醫 藥 類 傳 播 現 象 述 析

① 根據2012年電台節目表和在線收聽的可得情況。

② 參見http://www.smgbb.cn/2010/radio/。

③ 王蘭柱（2012）：《2011中國廣播收聽年鑒》，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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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節目中是最常見的樣態，也是健康醫藥傳

播中最成問題的部分。它們分佈廣、數量多、

規模大，大約佔到電台此類節目總量的 70-

80%。本文將這類節目統稱為「健康硬銷廣

播」。

偷換：公共服務變身蠱惑營銷

「健康硬銷」通常先設立一專題，由某

「專家」「主任」在一段週期內，固定在某一

時段播出，就某款藥品或保健品療效進行蠱惑

宣傳。這種節目經常輾轉多地多台，在大中城

市往往密集轟炸。實際監聽發現，2012 年下

半年，北京地區同時有六個頻率廣播此類賣醫

售藥節目。

Call-in 在內地廣播節目中的使用，因管理

上的原因受到一定限制。但是，那些廣播賣醫

售藥節目卻普遍通過接聽熱線電話來進行「諮

詢」。坐堂主講人經常使用諸如「花費少」、

「見效快」、「產品優惠期即將結束」等說詞，

強力勸服對方；打進熱線電話的病患諮詢者往

往帶有當地口音，指經三五分鐘的交流後，就

千謝萬謝地應允繼續買藥用藥；相應購藥電話

和指定藥店地址等信息反覆重複，並伴隨減

價、打折或贈送等誘惑。總之，現場實現銷

售，逼促聽廣播者馬上掏錢，是最基本最直接

的目的。此類「健康節目」針對的病患，常常

是現代醫學目前尚不能簡單根治的慢性病疑難

症，如高血壓、糖尿病、心腦疾病及癌症等。

在醫療專業人士看來，不少這類節目的主講人

對醫診病患問題的表述和解說，屢有違背基本

醫學常識和診療常規之處，由此推測混跡此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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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假冒醫學專業人士恐怕亦非個別。聯想到社

會上無良醫托的頻繁出沒與貪婪狡猾，健康廣

播中「專家」與「病家」之間默契的「對手戲」

沒准也經過排演？

討論：勿假健康之名

綜上觀察，「健康廣播」的惡俗程度和蔓

延範圍正在行內迅速擴展，它們打著服務民眾

貼近民生的招牌，實為賺錢甚至合夥欺騙；距

離廣播傳媒的新聞提供、社會教化和怡情娛樂

等基本功能日行漸遠。對此，首先政府管理部

門、業界人士和社會各界應當給予重視，並採

取實質行動，各有擔當。

其次，這類追逐盈利色彩濃厚的「健康廣

播」節目及模式，在根子上是行業及電台體制

制度安排扭曲的結果。與國際同行相比，這種

傳播運行完全偏離了廣播機構的公共服務和專

業精神。再次，包含健康生活內容的廣播服

務，理應旨在培養和涵育全社會有共識性的健

康價值觀和積極的生活方式，而不應以遠程或

熱線電話診病治疾為能，更何況其中還摻加了

如此虛假成分。

最後，內地廣播業作為當事方，尤其應該

認真反思。假如廣播真的關心國人的健康，為

什麼在眾多的健康廣播節目中，極少見有對國

人健康危害極大的吸煙給予抨擊和否定，從未

見持續有力地宣傳和推動社會禁煙控煙戒煙

呢？國內廣播機構如真想提升全社會的健康水

平，不如先作全民禁煙控煙宣傳的先鋒鬥士，

否則躲在「健康傳播」遮蓋背後的國內廣播機

構 ， 很 可 能 不 僅 會 繼 續 被 視 作 是「 弱 勢 媒

體」，更有可能被認定缺少良知。

習 近 平 與 他 的 「學習粉絲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