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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技术应用背景下广州地区广播市场分析
宋巧莹

（广东研途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广东 广州 510630）

摘　要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广州的广播事业一直以来在全国名列前茅，在中国广播事业发展史上获

得多项“第一”。20世纪 80年代著名的广播“珠江模式”一直流传至今。之前广州地区广播业的改革主要集中

在节目构成、主播风格等方面，现在实行的则是涵盖节目制作、技术改造、广告经营等管理和运作方面的全方位

改进。本文将对广州地区广播业近期发展的状况和特点作扼要分析，以展示改革后在新媒体的技术应用之下的广

播市场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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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广州良好的经济和社会背景，广州地区的

媒体行业发展稳定，其中广播业得到良好的支撑。广

州地区的广播业发展，在新媒体的技术应用之下更加

稳健。进入 4G时代，媒体话语权全面下沉，在与受众

关系重构的过程中，传统媒体拥抱新技术，积极创新

信息内容生产，开始全面开拓信息分发与反馈渠道，

搭建与受众融合沟通的桥梁 [1]。

以下，本文就新媒体技术应用背景，对广州地区

的广播市场进行深入分析。

1 广州地区广播听众规模及听众特征

1.1 广播听众队伍壮大，发展空间广阔

赛立信媒介研究数据显示，广州地区的广播接触

率为 60.0%。根据广州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

截至 2013年，广州常住人口数量达 1193万人，可推

算出广州地区的广播听众规模将近 700万人。由此可见，

广州的广播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1.2 听众以中青年和中高收入群体为主，含

金量较高

数据显示，在广州收听广播的人士中，男性听众

的比例略高于女性听众，经济基础较好、消费能力较

高的 25-44岁中青年听众较为集中，占比超过五成。

从听众的受教育程度来看，高中 /中专学历水平听

众居多，比例超过四成，而大专及以上高学历听众比

例也将近三成。

在收入水平方面，个人月收入在 5000元及以上的

听众群比例超过 30%，其中，个人月收入在 8000元以

上的听众比例为 14.2%。

由此可见，广州地区的广播听众具有一定含金量。

2 广州地区广播市场竞争状况

2.1 广东电台为主导，广州电台紧随其后

从广州地区的整体广播市场竞争格局来看，广东

电台和广州电台瓜分了该地区的绝大部分收听市场，

其中，广东省台优势明显，以接近五成的市场份额占

据地区首位，广州电台以超过三成的市场份额紧随其

后，佛山电台和中央电台分别仅占 8.1%和 7.2%的市

场份额，市场影响力较弱。其他电台实力更弱。

2.2 各电台在不同目标群体的市场份额比较

1.在以性别细分的收听市场上，广东电台和其他

电台在男性听众中的表现相对更优于女性听众；广州

电台、佛山电台和中央电台则在女性听众收听市场中

表现更佳。

2.在年龄段上，广东电台在 25岁以下、35-44岁

及 55岁以上听众群的影响力大于其他年龄层听众群；

广州电台在 25-44岁以及 55岁以上听众群中占据更多

的市场占有率；佛山电台在 25岁以下的年轻听众群中

影响力较大；中央电台则在 35岁以下及 45-54岁听众

群中更有市场影响力。

3.收入方面，广东电台在 10000元及以上高收入

水平听众群中的市场份额明显高于其他收入水平听众

群；广州电台在 3000元以下低收入水平听众群众更具

市场优势；佛山电台和中央电台则在 3000-9999元中

等及偏高收入听众群中略占优势。

4.相对于其他职业听众群，广东电台在专业人员、

管理人员、个体私营业主、服务业人员、职业司机、

学生听众中占有 50%以上的市场份额；广州电台在公

职人员、工人、退休人员中更有影响力；佛山电台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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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多公司职员和工人支持；中央电台则更受公职人

员、专业人员、管理人员的青睐。

2.3 音乐类、新闻综合类、交通类频率居于

首位

数据显示，在广州广播市场中，音乐、交通、新

闻综合类频率居于首位，且呈现激烈的市场竞争。其中，

音乐类频率以超过 1/3的市场占有率而占领主导地位，

新闻综合类频率以轻微差距紧随其后，交通类频率所

占市场份额超过两成。经济及其他类型频率占比较小。

从各频率的市场表现来看，平均收听率前十五位频率

中，广东电台和广州电台旗下的频率占据大部分席位。

广东电台音乐之声、广东电台羊城交通台、广州新闻

电台实力最强，排名前三位；广州金曲音乐广播、广

东电台珠江经济台和广州交通广播势均力敌，分别占

据第四至第六位。整体而言，在广州地区，音乐类、

交通类和新闻类频率的表现较优。

2.4 广州广播市场在全天形成“早中晚”三

大收听高峰

广州地区的收听高峰主要出现在早、午、晚三大

广播“黄金时段”。在这些时段中，收听广播的听众

资源比较丰富，对节目的收听需求较大。广州地区男

性听众收听市场的广播收听率在全天绝大多数时段均

高于女性听众收听市场，可见广州地区男性听众的收

听需求较大。在年龄段上，各细分年龄段的收听高峰

集中在早中晚三大黄金时段。相较而言，25-34岁听众

是早间、下午和晚间时段的主要收听人群，45-54岁听

众群则在中午、傍晚和晚间时段的收听需求更强烈。

在收入方面，将各细分收入水平听众收听市场的广播

收听率比较来看，5000-9999元收入水平听众是全天大

多数时段的主力收听人群，其次是 3000-4999元收入

水平听众。此外，10000元及以上听众群在 19:15前后

的收听需求也较强。从各细分职业听众收听市场的广

播收听率比较来看，职业司机是早上和下午时段收听

需求最强烈的人群，该时段的职业司机听众资源最丰

富；公职人员在 7:30-9:00和 18:00-19:00时段的收听

需求更大；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也是在早晚出行高峰

的收听意欲较强。

2.5 广东电台是广州地区全天绝大多数时段

的主导者

在各电台的时段市场竞争中，广东电台优势比较

突出，全天绝大部分时段都居于领先地位。广州电台

仅在 7:00前后、11:45前后、15:30前后、18:30前后、

19:45前后和 23:30能与广东电台抗衡。佛山电台、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其他电台在各时段的影响力都处于

弱势。

3 “互联网 +”背景下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

合探究

当前，内容的质量品质直接影响到媒体融合的有

效性。因此，需要注重对内容质量的控制，可以结合

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有效控制：一是注重评论的高品质

控制，基于媒体融合，对相关内容进行报道和传播过

程中，需要注重对信息内容的深层次解读和掌握，以

此实现对评论质量的有效控制。二是注重渠道的整合，

不断对产业链条进行延伸。当前，在传统媒体与新媒

体统合过程中，通过对台网互动模式的构建，可以实

现渠道的有效整合，促进产业链条的不断延伸。与此

同时，台网结合的发展可以提升节目传播效果。[2]

4 专题分析：大学生听众的特点

4.1 大学生听众的特点

根据赛立信媒介研究公司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

大学生听众年龄主要集中在19-24岁左右。在收入方面，

40%左右的大学生听众每月可支配收入在 1000元以下、

60%左右的大学生听众可支配收入达到 1000元以上。

从生活习惯和兴趣来看，大学生除了学习、上网、看

书、听广播以外，也喜欢出外聚会、娱乐、购物之类，

还会踏青、运动。据调查，大部分大学生旅游的频率

都在半年一次或者更多。由以上分析可见，大学生是

一群青春、有活力、消费力不低并且兴趣广泛的群体。

4.2 大学生听众对广播节目的收听需求

4.2.1 大学生听众经常收听的节目类型

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听众较为偏爱娱乐性强的

节目，如音乐节目和娱乐节目。他们最经常收听的是

流行音乐节目，其次是新闻节目和怀旧老歌节目，再

次是潮流时尚节目、谈话节目和娱乐游戏节目。可见，

大学生对潮流非常敏感，他们喜欢听最“潮”的流行

音乐，了解最“IN”的时尚潮流资讯。

4.2.2 大学生听众喜欢收听的节目内容

数据显示，大学生听众最希望收听的节目内容还

是音乐 /歌曲，其次是新闻 /时事报道，再次是游戏 /

笑话、娱乐资讯 /八卦话题和倾谈 /聊天 /青春期话题等。

这与大学生收听广播的目的有关，调查显示，大部分

大学生听众收听广播都是为了放松心情或者打发时间，

因此，他们所收听的节目内容也是以轻松、休闲为主。

对于流行音乐，大学生听众最为喜爱的是跳舞音乐 /快

歌，其次是励志歌曲和中板情歌。在潮流资讯方面，大

学生听众对衣着服饰、娱乐新闻等兴趣度较高，对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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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影视 /艺术、饰品配件、街拍摄影等也较有兴趣。

4.3 开拓思路，不断壮大大学生收听队伍

随着大学生扩招，大学生听众的规模将越来越大，

而且基本上都是 90后的学生，他们不但是未来的主要

消费群，而且他们的人生观、消费理念都有异于以往

的大学生群体，他们将是大部分广告锁定的消费群。

而且，随着网络、手机等收听工具的普及，不少大学

生听众回流，大学生将会是未来广播不可或缺的听众

群。如何吸引大学生群体的“耳朵”，以下将基于上

述大学生听众的收听特点提几点建议。

4.3.1 借助校园广播、迅速提升广播的影响力

校园广播是近年来在大、中学院校较受欢迎的传

播媒介。校园广播以其贴近校园生活的特性，近年来

得到了高速发展，特别是在令校园生活变得多姿多彩、

普及国家以及社会教育知识、加强家校沟通联系等方

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数据显示，有 85.6%的大学生

听众有收听校园广播的习惯。因此，倘若电台媒体与

校园广播合作，联合开办节目，将能更有效提高大学

生对广播的忠诚度，扩大大学生听众规模。

4.3.2 节目增加“新潮”元素，提高大学生听众对

广播的忠诚度

大学生听众对流行音乐、潮流资讯的关注度明显

高于其他群体，如何能让听众有新鲜感，保持好奇与

期待，天天都想听，这是频率节目首要思考的问题。

就像肥皂剧一样，每天都需要加入一些新的元素，融

入一些新鲜的环节，或者通过情节设计、互动方式的

改变等，使各期节目互有关联又自成一体，这样的节

目才能历久常新，既能够吸引大学生的耳朵，同时也

提高他们对频率的忠诚度。

4.3.3 通过活动营销制造广告盈利点、提高影响力

在广告方面，将节目广告策划成能与大学生群体

拉近距离的广告模式，是改革的重要一环。就目前的

策略来看，广告的主要盈利方式是策划广播的线下活

动，大学生群体也借此走近广播。从线下活动的优势

来看，线下活动能提高大学生对电台和节目主持人的

了解，也能有效地利用电台的人、财、物等资源，从

而使电台和大学生之间的距离更加拉近。至于活动主

题创意方面，电台的线下活动应该更针对大学生的特

质，靠近他们的兴趣去进行策划。在选择时间和地点

的时候，电台应该尽可能在校园内举办活动，这样可

以更加亲近地感受校园的氛围，为大学生提供适合他

们的线下活动，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此外，线上的节目

可以跟线下活动做出呼应，并在播出时间上选择大学生

经常收听广播的时段，能够抓住目标人群的注意力。

4.3.4 拓宽大学生的广播媒体接触点

手机、电脑等新媒体的兴起，为大学生收听广播

带来了便捷性，然而，由于新媒体存在较高的复合性，

促使传统广播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呈现减少的趋势。根

据互联网的相关调查显示，不少大学生认为，因为他

们在校内没有收音机，所以他们会远离广播接收，而

且电脑当时还是较低的普及度。因此，只有提高大学

生拥有收音机的数量，才能提高广播的收听率。通过

提供低成本的收音机就能锁定听众，在收音机内置设

定等方式，直接提高节目的到达率。此外，电台媒体

可以跟校园广播进行合作，共同开设节目。

4.3.5 培养大学生广播人才

知识是重要的生产力，广播人才是发展的重要资

源与保障。企业的竞争本质上是人才的竞争，在大数

据背景下，推动我国媒体行业进一步健康、良性地发展，

就要加强广播人才建设，大力培养高素质全能媒体人

才。在实践中，要对大学生人员强化培育、 监督和教育，

并适当提高用人门槛，引进具有创新创造意识的新型

广播人才，以提升大学生广播队伍的整体水平，为传统

媒体与新媒体实现融合发展夯实人才基础。[3]为健全激

励，拓宽人才成长通道，将人才成长划分为行政管理和

专业人才两个并行交叉的通道，充分激励人才、发挥人

才，体现人的价值，达到提升广播市场竞争力的目的。[4]

综上所述，我国的电台媒体只有在新媒体高速发

展的环境下，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才能赢得更多大

学生听众的青睐。现在，时代、科技的高速发展造就

的移动终端技术的出现使人们的阅读呈现碎片化、全

民化的特点，这时候新媒体自然应运而生。新媒体是

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移动电视、网

络、手机网络、数字电视等，新媒体所具有的交互性与

实时性，海量性与共享性显然是当今时代人们所需要的。

我们需要不断进行创新、探索，从而实现二者的良性发

展，使得广播与新媒体都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受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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