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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下，2009年广播进入“自我修炼”的阶段，在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进入了一个
相对平缓的调整时期。
回顾2009年全国广播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广播节目“本土化”、“区域化”更趋明显；广播频率定
位专业化、类型化更趋成熟；传播渠道多元化，不再局限单一传播模式；广播经营多元化⋯⋯广播经
历的变化耐人寻味，值得深思。
然而，广播业界越来越强烈的意识到创新是广播未来发展的关键。
凡此种种，都让我们有理由相信，2010年在节目、技术、媒体融合等各方面的创新将能够为中国广播
带来更大的发展契机。
今年出版的编年体《中国广播研究报告（2009-2010）》，不仅记录了2009年中国广播市场的前进脚步
，而且涵盖了思考和探索中国广播的制变策略和发展之路。
《中国广播研究报告（2009-2010）》分为分析篇和数据篇。
分析篇收录了由资深研究人员撰写的中国广播市场研究报告，涉及2009-2010年度全国媒体和广播市场
的竞争格局、各种专业化、类型化广播收听市场发展现状深度分析，并从后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广播进
行了深入的透析，探讨后金融危机下的广播如何应对。
从不同角度阐明广播和受众的特点及趋势，不仅将其放在整个媒体竞争的大环境下进行考量，更在广
播的产业化、市场化、专业化，电台的主动营销、积极策略上进行了深入探讨，从更开阔的思考角度
解析了2009年广播市场的发展与问题；数据篇以全国最大的调查网络为支撑，以大量科学数据为基础
，以简单直观的图表为主要表现形式，收录了全国52个主要城市的收听率调查数据。
广播收听率作为广播市场经营的“通用货币”，是反映电台实力和影响力的标志，是判断广播节目好
坏的标准。
收听率数据之所以能弓I起广泛重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在经营和节目编排上所发挥的指导作用。
通过各类媒体之间的到达率比较，展示广播媒体受众的“广度”，凸现广播在大众媒体中的市场地位
和竞争优势；通过收听率、占有率数据的比较，分析频率的优势和竞争力；推算广播媒体的听众规模
，分析广播广告送达的受众数量，即听众规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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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播收听率作为广播市场经营的“通用货币”，是反映电台实力和影响力的标志，是判断广播节目好
坏的标准。
收听率数据之所以能引起广泛重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在经营和节目编排上所发挥的指导作用。
通过各类媒体之间的到达率比较，展示广播媒体受众的“广度”，凸现广播在大众媒体中的市场地位
和竞争优势；通过收听率、占有率数据的比较，分析频率的优势和竞争力；推算广播媒体的听众规模
，分析广播广告送达的受众数量，即听众规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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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自2002年中央电台音乐之声频率打造了一个类型化频率运营的成功案例之后，很多地区电台也
以类型化频率的理念和思路渗透在频率运营过程中。
但从实际的频率定位和节目呈现来看，目前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类型化频率数量极少，种类也比较单一
。
音乐类频率类型化模式相对较为成熟，新闻类频率类型化仍处于起步阶段。
总的来说，目前广播专业化发展基本成为业内共识，但类型化频率在国内广播市场远远尚未形成潮流
和气候。
“当下国内广播频率专业化的发展，总体上还处在一种‘小综合’的状态⋯⋯包括普遍存在的交通广
播、音乐广播大体皆属此类。
广播行业在这种层面上的运行，可能还要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
”2008年底，赛立信在媒介形态变迁的视角下提出了对类型化广播的新解读，即：类型化广播是以电
台的单个频率为基本单位载体，采用格式化播出手段，同一频率提供同质性内容，不同频率对受众交
叉覆盖的创新的广播媒介表现形式。
并将类型化广播与专业化广播做了较为深入的比较和区分。
这种区分在理论上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就目前国内广播市场的结构和现状来看，广播媒体整体处于
寻求突围之路的大环境下，各种形式和定位的频率表现形式都在尝试和检验其效果。
类型化改革的尝试，更要结合国内和地区广播市场的实际，结合受众的多层次需求，最终在市场表现
中接受检验。
本文通过类型化频率整体竞争格局特点以及类型化频率在所在城市广播市场收听表现特点两大方面把
握2009年类型化广播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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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广播研究报告(2009-2010)》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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