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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中心
网上广播的生存发展与规范管理→网上广播

作为一种信息交流的媒介，无线电

广播首先跨越时空打破了报纸的沉寂，

宣告了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并以快

捷、方便和传播范围广的优点满足了人

们对特定信息的需求。从1920年11月

2日，世界上第一座取得营业执照的无

线广播电台——匹兹堡市西屋电气公司

电台（呼号为KDKA）——正式开播到

现在，随着科技进步，社会变迁，经济

发展，政治观念的更新以及文化生活的

演进，广播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

然而，在全球数字化、网络化和信

息化的今天，广播事业的生存与发展面

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互联网的诞生和宽

带网的普及为网上广播的实现和发展创

造了条件。近年来,广播、电视媒体在互

联网上建立Web站点，将自身拥有的音

频、视频信息资源优势与网络传播的优

势结合起来,以新技术、新手段扩大传

播领域和范围,争夺受众市场。

1 网上广播的诞生

1995年，位于美国西雅图的“进步

网络”（Progressive Network）在其网

页上放置了一个Real Audio System的

试用版软件，以提供“音频点播”

（Audio on Demand）服务，这标志着

网上广播的诞生。而我国广播媒体上

网，始于1996年12月15日珠江经济广

播电台的网上实时广播。

网上广播的出现，源于互联网的出

现、发展和流媒体技术的进步。它“通

过在Web站点上建立广播服务器，在服

务器上运行节目播送软件，将节目广播

出去；访问者在自己的计算机上运行节

目接收软件，访问该站点，收听、收看、

阅读广播信息。广播的形式，不仅有音

频，也有视频和文字。”简而言之，网上

广播即指数字化的音频、视频信息通过

国际互联网传播的形态。与传统意义上

的无线电广播相比，它不仅自身拓展了

新的发展空间，同时也给受众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影响。

2 网上广播的特点

(1) 超文本的信息结构和多媒体的

信息方式

传统的广播被定义为：“通过电视

媒介或广播媒介传送信息而对接收信息

者无法施加技术性控制的过程。”[1]以

“诉诸听觉”作为唯一的、最重要特征的

大众传媒，广播的传播过程可以概括

为：传播者通过发射设备传递经过技术

处理的声音，接收者通过接收设备接收

经过技术还原的声音。

网上广播打破了传统广播以声音为

载体，以听觉为唯一感知渠道的形式。

相比起后者单向的线性信息流，网上广

播媒体在传播信息的结构上是超文本

(Hypertext)的网状结构。超文本链接功

能的应用，使得网上广播通过Web页面

实现了信息快速浏览和查询功能,克服

了以往电台和电视台节目在单位时间内

涉及的知识范围有限,相关的人、事件

等背景不可能在同一时间面面俱到、详

细介绍的缺点,为开放式网状阅读和欣

赏提供足够的相关信息和丰富的背景材

料。

同时，除了保留广播媒介原有的声

音特征外，网上广播还实现了这一声音

媒体的文字化和视觉化。它通过信息存

在形式上的多媒体数字化，“用计算机

综合处理多种媒体信息，包括文本、图

形、图像和声音等，使多种信息建立逻

辑连接，集成为一个系统并具有交互

性。”[2]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使得网上广

播不仅可以听，还可以看，可以查询。这

种听觉与视觉的结合，进一步拉近了电

台与受众的距离，也缩小了声音媒介与

文字媒介的差异。受众首先通过文本来

了解广播节目的内容，然后再根据自己

的需要和兴趣来选择要听或要看的内

容。网上广播服务不仅囊括了声音、文

字信息、图片、动画、电影等多媒体元

素，还实现了多种传播符号组合，表现

形式丰富。电视台网站已进入多媒体阶

段，这是电视与互联网高度融合的产

物，视听二字突出了电视特色；电视台

网站集声、像、画、文字等功能于一体，

网络独特的“点播”下载功能突破了传

统媒体的时空限制，其内容远远越出电

视“母体”媒介的容量，形成一个跨地

域的综合信息平台，电视与网络的融

合，已经给传统的电视从传播内容、传

播方式到传播效果带来一次飞跃，让网

络服务于电视，更极大地拓展了电视的

发展空间，电视业的进步也会超乎想

象，依托电视节目资源应当成为电视媒

体网站的立足之基。

(2) 线性传播让位于交互传播，点

播式服务代替信息批量生产，受众成为

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

传统的广播电视依照时间维度线性

传播，所提供的信息多是单向的，听众

和观众对节目没有选择权和自主调节权

等。而基于互联网技术实现的网上广

播，融合了大众传播（单向）与人际传

播（双向）的信息传播特征，实现了信

息的双向传播，建立起了传、受平等的

新型传播模式。数字化信息排列的无序

性，使受众在接收信息时有很大的选择

自由度，可以从Web页面主动选取自己

感兴趣的内容收听、收看。“信息不再被

网上广播的生存发展与规范管理
◎刘  君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

【提要】 随着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

多媒体技术在全球的迅猛发展，各

种高新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广播传

播领域，使得广播传播业包括信息

生产、传播工具、传播方式、运营

管理以及思维方式都大大不同于以

往。本文通过透视新技术带来的网

上广播传播格局，以网上广播自身

的优势与发展为着眼点，分析新的

传播观念，对我国网上广播在信息

时代的生存发展与规范管理进行粗

浅的探索性研究与思考。

【关键词】  互联网  网上广播  流

媒体  信息交互  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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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给’（push）消费者，相反，人们（或

他们的电脑）将把所需要的信息‘拉出

来’（pull），并参与到创造信息的活动

中。”[3]

从理论上说，互联网无限的频道资

源，打破了传统广播电视所受的地域、

资源和节目时间有限等局限，每个人可

以在他认为最适合的时候，选择收听收

看自己所喜欢的任何一个节目，或是重

放所需要的文字、声音、图像的任何片

段，即能提供点播服务（On-Demand）。

真 正 体 现 私 人 空 间 的 “ 窄 播 ”

（Narrowcasting）在网上得以实现。正

如著名学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

（Nicholas Negroponte）所预言，

“Prime time is any time（黄金时间

等于任何时间）。” 网上广播不仅向受众

提供充分的信息选择权，还能同传播者

进行更密切、更快捷的沟通。受众可以

直接迅速地反馈信息，发表意见，更大

程度上发挥了广播同步、互动交流的优

势。就无线电广播而言，虽然热线电话

和手机短信是听众与广播电台交互联系

最直接的方式之一，但它们仍然受到节

目播出时间长短的限制。而互联网则为

受众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利用电子

邮件、电子论坛、聊天室等最大限度地

满足受众参与节目交互的要求。更重要

的是：在互联网的传播结构中，任何一

个网结都能够生产、发布信息；所有网

结生产、发布的信息都能够以非线性方

式流入网络中。在这种模式下，受众不

再只是被动的接收者，完全可以参与信

息加工、制作、修改，成为信息的制造

者和传播者。这是传统广播根本无法实

现的。

(3) 时间的驻留性与广播信息数据

库的建立

广播是即时性的产品，“声音稍纵

即逝，保存性差”，“有时听众确实集中

注意力认真听了，但是仍未听明白或没

能一下子理解其思想，也不能马上捉摸

一番，不然就会影响听后面的内容”。[4]

这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对其传播效果产生

负面影响。在时间的驻留性上，网上广

播弥补了无线电广播转瞬即逝、不易保

存的弱点，利用网上播放器的按钮可以

调出一个广播、电视节目任何片段的内

容，也可以前后“倒带”，反复收听收看。

此外，对于传统广播来说，每天的

节目量受播出时间长短限制，信息容量

是有限的；要增加节目量，就必须延长

播出时间，增加播出频道，成本之高可

想而知。传统的广播信息数据库，无论

是在模拟广播系统中还是在数字广播系

统中，都是建在广播电台内部，而网上

广播信息数据库的建立，不仅可以把大

量的音频、视频信息存储起来，随用随

取，供受众方便地翻阅和查询，同时也

使媒体间的资源共享成为可能。即使听

众忘了收听或是错过了精彩节目，也可

以在网上重复收听。在“资讯有价”的

观念下，一些语言学习、在线教育或相

声、阅读、旅游、电影等内容丰富的节

目，已经在网上让受众“付费下载”，进

行二次出售。网上广播利用网络庞大的

存储空间和强大的传输能力，大大扩展

广播的信息容量，为受众提供一个丰富

的信息共享资料库。

(4) 跨越地域界限，实现“国际化”

覆盖

传统的广播受到频道资源和发射功

率的限制，即使卫星覆盖（除卫星直播

外）还是有覆盖与落地接收再传输问

题，其覆盖范围及影响不可能有“数量

级”的飞跃。而作为信息传播的新渠道，

互联网具有无地域性和无国界的特点，

传播范围广，造价和维护费用绝对低

廉，同时还具有多媒体的传播优势。对

互联网的利用是广播媒体扩大覆盖面的

又一重要手段。广播一旦进入互联网这

个信息高速公路，就不受时间和空间的

限制，实现“国际化”覆盖，所有的互

联网用户都成为潜在的受众；而全球任

何一个地方的受众，只要一条细细的电

话线（网络线、有线电视同轴电缆更不

用说），鼠标一点，都能通过互联网收

听、收看广播节目。广播、电视互联网

站只要在地球相应地方建立“镜像网

站”，广播电台的经营范围与影响力，以

及广告收益都可以通过网络而无限拓

宽；特别是相对于国际广播高昂的运营

费用，网上广播无疑是非常经济的选

择。

3 网上广播的生存发展和

规范管理

(1) 技术方面

现阶段互联网传输带宽的限制，数

据压缩和传输交互方式上的瓶颈，使得

网上广播的声音质量、图像质量及传送

稳定性都存在问题，即使是单纯的声音

传输，效果也经常不太稳定。另外，对

客户端计算机的数据处理能力也有较高

的要求，一些低配置的计算机在收看、

收听视频或音频片断时会出现延时、断

点等问题。

同时，作为信息播放源的电台、电

视台网站，其服务器承载量也将受到很

大程度的考验。一般的广播网站只能允

许大约几百人同时收听，“即使像CNN

或BBS这样的大网站，同一时刻的最大

容量也不过千人左右。”[5]这主要受限于

播放软件的同时并发数有限、传输带宽

等。

其次，网上广播是高科技的产物，

其以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拥有和普及作为

物质前提。受众必须首先拥有计算机，

连上互联网，具备一定的计算机操作和

网络浏览技能，才能体验网上广播的便

捷。而受经济因素和科学文化水平的限

制，就目前情况来看，传统空间里免费

接收无线电广播信息的受众，必须承担

网络接入费和网络使用费后才能使用网

上广播；这种免费向付费的转变将是一

个较长期的过程。即使从全球范围来

看，目前计算机的普及率仍旧大大低于

收音机和电视，互联网的使用人数还没

有达到大众化的程度，接收装置的限制

无形之中影响了网上广播的发展。

(2) 内容方面

作为网上广播基础设施的信息高速

公路（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并不仅仅只是简单地修建起连接各部门

各机构和千家万户的通信网络。信息高

速公路首先强调的是服务，是满足各行

各业和千家万户对信息的各种需求。要

实现信息高速公路的目标，除了高度发

达的高速通信网络外，需要各种信息服

务设备，需要强大的软件和工具，更需

要丰富的无所不包的信息资源。网络上

的节目也只是传统广播电视播出节目的

片断，而不是全部。这些目前所提供的

信息服务，当然是网络媒体的重要组成

部分，但随着网络的发展与逐渐成熟，

网络媒体的概念已不再仅仅局限在以传

统媒体作为母体的网络派生物。除了建

立起网上广播信息数据库，网上广播应

该充分利用互联网相对无限的存储容量

和数字技术，更多地着眼于提供高品

质、多品种、细分化的广播信息服务，并

逐渐向市场化过渡。

网上广播对资金的需求量很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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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回报还不明显。特别是由于受众在

享受选择自由度的同时，打破了传统广

播广告强制接受性的限制，网上广播广

告在竞争性上弱于传统传媒广告。如新

加坡在网上广播与宽带网建设上已取得

巨大成就，但这主要得益于新政府的巨

额资金投入。而新加坡电视机构（TCS）

在因特网上设立的大型网站“媒体城”

（Media city），虽然在网上广播实践上

已取得相当成就，但离实现商业利润仍

有较大距离。由于网上广播的商业价值

尚未表现出来，如果用户的使用率无法

提高，大规模推广就十分困难。

(3) 知识产权保护

尽管在理论上或是现实中，网上广

播都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其优于报纸、

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的优势，但互联

网和计算机技术不可避免地给其带来一

些负面影响。由于网络传播不再受时

间、空间限制，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使

得对信息的保护成为互联网发展的首要

难题。这其中首要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

题就是数字化信息的知识产权保护问

题，如音频流、视频流的下载、复制、使

用、传播等等。浏览、下载、复制、编

辑加工等是阅读和使用网上广播电视等

媒体的重要形式，数字化信息在使用和

传输方面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给盗

版等侵权行为大开门户。

(4) 充分利用与规范管理

针对上述这些现象，除要强化版权

和知识产权意识，遵循相关法律法规条

例之外，还应同时强调：

①网络供应商、服务商及内容提供

商的责任。由于网上广播电视是以数字

节目源和数字文件的形式存在，因此可

以充分利用密码技术来保护节目不被非

法使用。同时，根据版权原则，下载网

上广播电视节目或他人作品一般只能提

供本人学习或研究之用，不可有商业上

的目的，也不可对版权作品的潜在销售

市场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是商业上的

使用，必须向版权人支付许可使用费。

作为内容提供商的电台、电视台，首先

必须以身作则地付费使用在节目中涉及

到的正规渠道的音像制品。总之，不管

是节目或作品的片断或者全部，或分批

次将同一节目或作品全部下载，都应受

到“网络著作权”的制约。

②擅自对网络媒体的加密设置解

密，可能导致侵权起诉。目前对通过解

密等手段非法进入他人网络、或是将网

上影音文件解密制作后刻录的行为,仅

仅采用行政保护手段,力度不够。建议

国家法制部门相应增加生产、销售针对

特定系统的解密工具与设备的共同侵权

责任。

网络媒体信息数据库的建立，解决

了多媒体信息的大容量存储问题。信息

数据库既要为社会所共享，又要确定其

版权完全，要充分利用高科技做好多媒

体信息资源的标志、加密、检测等工作，

解决授证认证、版权保护、访问控制等

一系列问题。

(5) 网络媒体的信息安全性问题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网络中的

信息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作为舆论

工具的新闻媒体，历来被视为国家和政

府的喉舌，其所刊载、播发的内容对一

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都有

着巨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报刊、电

视无法在被攻击方境内发行、播放，无

线电广播会受到强大的干扰。而不受时

间，空间限制，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传

播形式多样化的网络媒体则使任何人可

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随意发布任何消

息。网络媒体在信息传播上所具有的时

效性强、范围广、容量大、多媒体等优

势，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则将造

成无法预计的后果。其次，大量网络中

存储和传输的数据，包括网络媒体的信

息数据需要得到保护，如防止网络“黑

客”攻击等网络信息安全问题也愈来愈

受到关注。

为了维护网络媒体的信息安全：

①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监管机

制，制定法律，进行规范化管理。政府

应该进一步加深对互联网重要性的认

识，增强对互联网传播事业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国家应制定专门的法律规章，

加强对传统媒体网站和内容提供商站点

的统一管理。从1994年2月18日的第

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系统安全保

护条例》到2003年11月22日《信息产

业部关于从事域名注册服务经营者应具

备条件法律适用解释的通告》，共有37

部中国计算机信息网络政策、条例、规

定等等设立并付诸实施，其中包括于

1997年5月2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

定》。但是，也不能不看到，这些规定或

者范围太窄,或者过于笼统，所以对于

网络安全内容的认定、对于违规行为特

别是违法行为的处罚，仍然显得过于单

薄。网络言论的管理涉及技术的、内容

等等多方面的问题,需要一个权威部门

牵头，组织各相关部门联合制定出一个

更加系统的规范,并最终形成相关立法。

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建立信息

收集、反馈、处理系统,保证信息渠道的

通畅、灵敏和信息处理的及时、准确，这

已经成为新形势下调查研究必不可少的

重要途径和重要方式,也是宣传思想战

线进行科学决策、提高工作水平的迫切

需要。

同样的,网络媒体也应建立一整套

严格的内容审定、发布制度,规范网络

信息发布机制,并非所有人都能发布信

息，并不间断地对自己的网站进行跟踪

监控,及时处理出现的问题,清除有害信

息。

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进程是与现代

传播科技的发展亦步亦趋，尤其是在当

代，卫星技术、数字化通信、计算机技

术在广播电视媒体的应用，使广播电视

媒体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可否认的是，

科学技术总是走在法律制定者的前面。

而目前有关广播电视的法规在面对新科

技发展带来的变化时却明显滞后于现

实。

②推进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发

展，特别是发展民族信息产业，加大人

员和技术投入，提高网络安全水平。具

体来说，可以分为：

(a)网络媒体的信息存储安全，即保

障网络媒体的服务器端信息安全；

(b)提高入网安全性，限制非法用

户使用网络；

(c)设置权限安全性。控制用户对网

络资源，包括网络媒体的访问；

(d)应用防火墙增强安全策略。防

火墙是一种访问控制技术；

(e)普及网络安全教育，提高网络使

用者的素质。

(6) 信息基础设备的发展、普及和

完善

网络媒体的发展首先受到硬件基础

条件的制约。我国的互联网发展尽管十

分迅速，但问题仍然很多，如计算机网

络的普及、带宽不够，传输速率低，通

信费高等。包括网上广播电视在内的网

络出版商，需要建立自己的服务器，申

请域名空间，租用专线，在海外建立镜

广播电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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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网站等，都是高投入、高风险的行业。

对目前国内网络媒体来说，开发前期需

要大量资金，对市场回报无法持十分肯

定的态势，因而还不能马上走上经济良

性循环的轨道。国内昂贵的上网费用和

有限的网络服务提供，也使得在国内形

成一个网络媒体的庞大市场尚需时日。

(7) 加强广播电视网络媒体队伍建

设、思想建设，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增

强媒介信息服务功能

随着网上广播电视的发展,广播电

视工作者,都应当及早更新观念,改变态

度,采取措施,积极应对新的机遇和挑

战。如何在政策法规的制定过程中,充

分考虑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景，在现实性

的基础上赋予政策法规以适当的前瞻

性，以应对新科技对媒体发展带来的影

响,是广播电视发展中应当充分研究的

课题。

广播电视工作者应正视互联网日益

渗入的现实,积极掌握、应用互联网技

术,使之与广播电视相结合,进一步完

善、拓展自身的传播功能。除了应当利

用互联网及时获取信息,还应积极进行

网上传播的尝试，让自己走在技术潮流

的前沿。

基于网络媒体的网上广播电视传播

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既需要复合型的人

才，也需要更专业化的人才。网络媒体

的制作需要包括系统分析、编辑、文字、

美工、动画设计、录音录像、计算机维

护和专业性管理等方面的人才。而我国

目前广播电视系统这部分专业人才不仅

数量有限，而且质量不高，这使得网络

媒体的质量难以达到预期传播效果。另

一方面，专业人员缺少与同行，特别是

国外同行进行信息交流的机会和渠道，

缺乏提高培训的机会，大多数新工具软

件的使用都是靠技术人员自己摸索，无

法在短时间内熟练掌握和使用这些软

件，更谈不上跟上世界先进技术的发展

了。

在数字时代，互联网与传统广播电

视相互渗透，融合成为媒体发展的大趋

势。广播电视媒体介入互联网，目的在

于走出一条自己的生存发展之路，通过

加强广播电视媒体与互联网的合作互动

关系，以扬长避短，应对网络媒体的挑

战。网上广播电视既要嫁接传统广播的

特性，也要借助网络媒体的优势，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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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形式的突破，使广播实现本质的变

革。只有在融合中不断地磨合、补充并

优化发展网上广播，这一相对的弱势媒

体才能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身的特点

及优越性，才能紧跟时代的步伐，使广

播电视媒体在应该加强报纸、广播、电

视与网络互动、加强内容平台、打造品

牌、探索运营模式等方面引领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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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对于能够确保同样测量不确定度的任何等效测量方法也可以采用。有争议时，应以本标准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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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数字卫星新闻采集地球站(车载站或可搬移站)设备的生产、验收、入网、使用和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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