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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交通台开播17年了。
秀磊伴随着见证她成长的集体，也长了17岁。
愿不愿意的，反正都是弹指一挥间。
令人高兴的是，岁月丰富了一个人，也成就了一个人。
初见秀磊，我对她的印象是：清秀、机敏。
招聘时，她当场抽题作答表现优秀，旁征博引，滔滔而不绝。
我作为主考，只简单问了几句就结束了。
很快结束面试，通常是毫不犹豫地淘汰或毫不犹豫地录取。
她属于后一种。
更可喜的是，她长期在一线主持节目，大方机敏，清新流畅，善哉斯人。
凭借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底子，加上实践中的勤奋，秀磊很快脱颖而出，担任节目部副主任、主任，副
台长、台长，脚步扎实，众望所归。
工作中不惜力，任劳任怨，这是一个优秀员工的标志；而实践中还能勤于思考，自觉条理，多费气力
，多耗精神，则是栋梁之材的标志。
广播的改革，在北京台不是新鲜的话题。
但经营广播，还是一篇远没做完的大文章。
全方位地观照广播的运作，探讨其中的重要环节，以多年实践为基础，提炼升华，使人感受到理论的
光芒，善哉斯文。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读此书，难免使人思绪飞扬。
当今时代，新技术、新媒体、新模式不断出现，广播不能落后。
本书就是关于如何保持广播竞争力的认真思考。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字，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总揽全局、见解独到的同仁。
这都是为了我们的广播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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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广播的公共服务理论展开，结合作者多年在广播媒体中的实践，从多个层
面对新媒介环境下传统广播媒体的现状和发展进行评述，在国内率先提出了“广播的公共服务理论”
。
    作者通过国内的典型案例对广播业态、受众市场、广播媒体管理和广播节目的制作进行系统归纳，
前瞻性地描述了在媒体融合时代传统广播与新媒体、互联网等媒体的重新构建，分析广播产业链与公
共服务的关系，展望了在市场化的条件下广播服务的发展前景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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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秀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现任台长、编辑。
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1993年调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历任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专题部副主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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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主持《生活信息服务台》、《伴您回家》、《一路畅通》等节目，参与制作和主持的节目多次荣
获北京广播奖、中国交通广播奖、全国“十佳”广播栏目等奖项。
曾荣获“北京市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
2008年被授予“奥运巾帼奉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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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由于广播事业的大发展，一些国际性的广播电台也开始出现频率拥挤、
互相干扰增多的现象。
而此时，调频广播的优势开始凸现，导致了调频广播的第一次大的发展，并在60年代发展为立体声广
播。
六七十年代，在竞争加剧的媒介环境下，广播频道专业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其中音乐频道最充分地
发挥了调频广播音质优良的特点，受到广泛欢迎，因而成为最早出现和发展最快的专业类频道。
这类频道和其他专业性频道的增加和细分，带动了调频广播的发展。
到80年代，调频广播已经成为各国普遍采用的方式。
到90年代，调频广播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向数字化传播方式转变；二是调频广
播的数量急剧增加。
如美国的商业调频广播电台数量在1990年时是4392座，1996年增至5419座，到1999年上升到5766座。
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发生了多次局部地区的冲突和战争，在这些冲突和战争中，广播充
分显示了相比其他媒介的优势。
因此，各国尤其是一些西方广播电视大国，在90年代后期尤其注重全面加强国际广播的发展。
在多媒介技术发达的今天，这些国家不仅加强短波广播，还将更多的力量放在加强对他国发展调频广
播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力。
在英国广播公司世界电台曾经制定的1999-2002年的规划中，目标之一就是要尽可能多地在世界各国的
首都都开办它的调频广播。
三、我国广播业的发展现实随着媒介环境的不断变迁，我国的广播业发展也步入到新的阶段。
现阶段，我国广播受众和收听格局已基本实现了六大转移：一是从中高龄受众向年轻受众的转移；二
是从乡村听众到都市听众的转移；三是从草根阶层到精英白领阶层的转移；四是从固定收听到移动收
听的转移；五是从专注聆听到伴随收听的转移；六是从教化式收听到娱乐消费式收听转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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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营广播》：传播学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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