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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媒体市场的“新人辈出”，令传统媒体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对于在传统媒体里处于

相对劣势的广播来说，如何在日益竞争激烈的媒体环境下，实现持续的发展，在层出不穷的媒体世

界里占得一席之地，是现今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再加上广播广告经营环境的不景气以及金融风暴的

冲击，种种因素都把广播逼向了一个不利的境地。如何应对、如何突破，让我们看看国内外的广播

有哪些自救法则。    

布阵新媒体，谋求数字化生存 

从WEB1.0到WEB2.0、从博客到播客、从2G到3G、从音频到视频，在传媒领域数字技术势不可挡

的普及和应用之下，布阵新媒体，谋求数字化生存，并借此开拓更多可能的盈利渠道，成为国内外

广播业绝地反击的必然选择。    

网络广播，活力无限    

网络媒体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作为新媒体的“领军人”，网络以其独特的媒体优势获得了极

高的渗透率，对广播等传统媒体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例如英国，早在2004年，网络广告收入即超越

了广播。因而，自1995年8月美国ABC广播网率先利用因特网全球播音以来，进军网络已经成为目前

世界上主要电台如美国之音、BBC、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日本NHK

以及我国广播业界包括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等自救、创新的普遍做法。    

从直播、点播到网络“播客广播”    

国内外各家电台的网上广播，目前基本都实现了在线直播、点播以及视频、音频等灵活多样的

网络广播服务。而在传统的直播、点播之外，极具互动性、个人化的网络“播客广播”成为虚拟波

段里杀出的广播黑马，给广播以无限活力。    

以英国BBC为例，它在2007年推出了一项叫做“iPlayer”的播客服务，可以让用户在BBC的网站



上随意点播过去七天里播出的电台节目，在英国网民中大受欢迎；国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

在线”开通有多语种播客平台，提供音乐、脱口秀、新闻资讯、外语教学等多种听众自制内容，同

时也在这个平台上展现电台广受好评的节目。同样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银河台的“播客”元素、

北京电台的“听吧”频道也都是“播客”这一形式的成功尝试，对于网民、年轻人有着较大的吸引

力。    

从节目平台到门户网站    

利用网络先进的媒体技术和广播固有的优势可以催生出更为丰富多彩的节目形式，而对于很多

电台来说，牵手网络绝不仅仅满足于将其作为“节目平台”这样简单。现今，随便浏览一家电台网

站，会发现几乎都无异于一般的新闻网站，尤其是像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国际在线”、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的“银河网”等，已悄然向大型门户网站方向发展。在其网站上，除了提供自己的广播节

目服务外，都还有视频以及各类资讯、论坛等板块。这样的大型门户网站建设，不仅有利于广播节

目的展示，也扩大了广播的接触率和影响力，使其传播方式更加多元化，无形之中丰富和提升了电

台的品牌内涵。     

手机广播，引人瞩目    

除了“网络广播”的蔓延，随着手机媒体属性的逐步认可和开发应用，“手机广播”在全球的

发展也格外的引人瞩目。用户规模稳步上升，视音频、数据等业务类型也丰富多样。    

以英国为例，手机广播听众规模发展迅速，官方收听率调查机构RAJAR数据显示，2004年只有

0.7%的人听过手机广播，到了2008年底这一比例已经上升至12.3%。其中，15-24岁的年轻人中，听

过手机广播的比例更高达31.1%。再如日本NHK，基于移动终端的地面数字播出One-Seg技术，可以为

手机、汽车导航器等移动终端提供清晰鲜明的音像，以及新闻、天气预报等准确、及时的信息数据

播送服务。    

同样在国内，继2003年8月吉林移动与吉林交通文艺台合作启动“用手机收听广播”的项目之

后，重庆电台、上海文广集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以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都

陆续开通了手机广播，在满足受众对广播的移动化收听需求之外，还可以在手机上实现“看得见的

广播”，其实也就是现今风生水起的集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多种信息资源优势为一体的手机电

视、CMMB业务的一部分。随着电信产业和广电行业进一步融合机会的增多，“手机广播”会以全新

的传播形态为中国广播注入更多的活力。    

DAB、HD Radio，新机遇、新动力 

不同于网络广播，在传统电视告别模拟时代、向着数字化进军的同时，DAB、HD Radio等数字技

术的发展也给广播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和动力。对比之下，可以明显看到，国内外DAB进展不均；

但对于未来，又都有着基本一致的业务规划。    

整体进展内外不均    



DAB在国际上的发展已经有多年的历史，韩国于2005年12月成为全球第一个把DAB数字多媒体广

播投入商业运营的国家，2008年用户数量已超过1000万；之后，随着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

印度尼西亚等国DAB数字多媒体广播业务的试验播出，全球范围内DAB之风已呈越吹越热之势。以DAB

进展快速的英国为例，2008年第四季度DAB听众份额为11.4%，较之2007年同期的9.9%，趋向良好；

接收终端方面，自2004年至2008年，英国15岁以上人群中拥有DAB接收机的比例持续稳步上升，2008

年底为29.7%，2010年有望达到50%左右的普及率。    

在DAB之外，另一种数字广播技术HD Radio(高清广播)自2002年被FCC(联邦通讯委员会)正式确

认为美国统一的数字声音广播技术以来，在美国乃至世界各地也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仅在美国，目

前就有超过1800座AM/FM广播电台使用HD Radio技术，总共播出的新的HD Radio多频道数量超过了90

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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