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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媒体间的竞争程度异

常激烈，面对各种媒体的冲击，广播今

后的发展模式是怎样的？本文通过对广

播的产生和特点的简要介绍和对广播

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独特优势的简要

分析，探讨广播是否存在不可替代的优

势等问题，并试图寻找广播媒介今后的

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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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随着电视媒介的出

现，广播开始逐渐让位。 当今媒体之间

的竞争异常激烈，对广播媒介的冲击可

想而知。 而在此之前广播媒介又是以怎

样的一种状态存在的呢？ 让我们来看看

广播曾经的辉煌。
一、从广播的发展历程看广播媒介

的生存优势

广播的诞生有其特殊的背景，在 广

播产生之前人们是通过口语、印刷媒介

等进行信息传播，而广播是通过电子信

号来传递信息，是一种电子媒介。 一方

面是由于社会需求的推动，另一方面是

由于科学理论和技术突破，电子通信的

发展是广播诞生的基础。
全 世 界 最 先 开 始 发 展 广 播 事 业 的

是美国。 世界上公认的第一个标准广播

电台是美国匹茨堡的 KDKA 电台，它是

第一个得到政府许可的电台。 它的开播

标志着广播业的开始。 广播很快成为一

种重要的信息媒体而受到各国的重视。
1922 年法国成立国家广播电台。在英国，
1922 年 底 由 六 家 大 无 线 电 广 播 公 司 和

电 器 制 造 公 司 联 合 组 成 了 商 业 性 的 英

国广播公司。 1922 年 5 月，莫斯科中央

无线电台开始试播。 此后，中国也建立

广播电台，开始正式播音。
广播产生时，对报纸等印刷媒介 的

冲击非同一般， 由于广播传播速度快，
报 纸 等 在 传 播 效 率 上 根 本 无 法 和 其 抗

衡。 广播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进

行相对自由的传播。 它具有着一些独特

优 势，如：传 播 范 围 广，传 播 速 度 快 ，穿

透 能 力 强；受 众 明 确 ，通 过 特 别 节 目 到

达 特 定 的 听 众；接 收 方 便；通 过 “声 音 ”
来传递信息等，这些特点是其他媒介无

法替代的。
广播的产生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满

足了人们的需求，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广播事业迅猛发展。 后来，随着电视产

生，广播的地位开始动摇。 如今，广播受

到的冲击不仅来自电视，还来自网络等

众多新媒介。
二、广播与突发事件报道

(一)广播与雪灾报道

2008 年 1 月，我国南方部分地区遭

遇冰冻雨雪灾害。 1 月 20 日，中央人民

广 播 电 台 《新 闻 直 播 间 》《广 播 新 闻 联

播》等重点栏目启动了对雪灾的聚集式

报道。 反应速度之快、播出时间之长，在

中国广播史上都是第一次。 南方的冰雪

阻断了许多人的回家路，而对于冰雪重

围中的人们，危险与恐惧不仅来自物流

凝滞导致的生活必需品短缺，更来自于

信道瘫痪导致的信息交流空白：电力紧

缺导致电视无法开启， 报纸印刷无力，
乃至手机信号中断，上网受到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在信号弱的受灾 区

域，广播媒体体现出强大的优势。 广播

媒体的接收设备耗电量非常少，人们不

仅能借以获知新闻、 天气及交通信息，
在天寒地冻的灾区，收音机的文艺节目

也补充娱乐的空白。
1、整合信息，政府、广播、听众之间

形成良性互动

雪灾发生后，许多广播电台在 第 一

时间内开设了特别直播节目，搭起了信

息整合平台，在受困群众与政府部门之

间 架 起 了 信 息 沟 通 的 桥 梁 ；协 调 、配 合

各级政府部门进行紧急救援与疏导，解

决受困群众的实际困难。 在突发事件发

生后，由于信息不对称给社会造成许多

恐慌，在电视等媒体都无法接触到的情

况下，广播媒体发挥了应有的巨大作用，
这 种 报 道 的 第 一 时 间 性 是 其 他 媒 体 所

无法取代的。
2、跟踪报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之声》特别

节目还与中央气象台、交通部、公安部、
各地政府及交警部门沟通，及时向公众

发 布 路 况 信 息、气 象 信 息 ，为 公 众 提 供

有效的出行指导。 同时，节目还联系富

有 经 验 的 机 构 和 专 业 人 员 向 听 众 介 绍

大雪及寒冷气候条件下的减灾、 避灾知

识。这些公共信息，为当地企业和群众减

少生产、生活损失提供了有益帮助。
3、设置特殊栏目，体现人文关怀

中 央 人 民 广 播 电 台 利 用 夜 间 节 目

进行心理疏导，减轻受困群众的心理负

担、缓解他们的焦虑与不满情绪。 中国

之声特别节目《爱心守望，风雪同行》邀

请 专 家 在 节 目 中 对 滞 留 路 上 的 司 乘 人

员进行心理疏导，减轻他们在特殊条件

下的心理压力，增强他们战胜困难的信

心和勇气。
(二)广播与地震报道

1、广播轻装上阵，抢占报道先机

2008 年 5 月，四川发生 8.0 级地震。

从突发事件报道
看广播的发展

■毕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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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震救灾过程中，媒介起到了重要作

用，尤其是广播媒介。
地震发生后，交通通讯设备等受 到

严重破坏。 报纸、电视等媒介报道灾区

信息存在很大的困难，唯有广播自身的

传 播 方 式 和 传 播 特 点 决 定 了 它 在 地 震

报道中无可比拟的优势。 广播利用电波

传递声音信号， 是所有媒体中最快的。
广播采访设备简单， 便于轻装上阵，利

于记者在震后第一时间赶赴一线采访，
快速报道。 广播现场连线、口头报道的

方 式 也 有 利 于 快 速 将 地 震 情 况 播 送 出

去，时效性强。
2、广播和听众互动

广 播 还 利 用 其 他 传 播 方 式 和 技 术

来扩大自己的信息传播效果，如利用短

信平台和网络电台。 “震后中央台网络

电台银河台推出了特别报道《汶川紧急

救援》；《中国之声》 在节目中播发全国

各地的短信息，传递真实情况”。 通过短

信 等 互 动 平 台 能 迅 速 准 确 地 解 决 群 众

遇到的困难和麻烦，提高广播与听众的

互动可能性。
3、广播整合资源进行报道

广 播 媒 体 在 报 道 中 充 分 整 合 了 自

身资源， 除本台各频率并机联播外，全

国多家广播电台还实现联播，广播还和

网络等媒体进行整合，让非灾区人民可

以更加全面和迅速地了解到灾情，收到

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经 过 对 广 播 在 突 发 事 件 报 道 中 表

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广播具有许多

其他媒体无法替代的优势：
1、在紧急情况下，广播最为快速。
当发生突发事件，一些基础设施 受

到严重破坏，常态下的传播方式都处于

瘫痪时，只有广播可以轻易地正常运行。
广播播出的信息短小精悍、 以声见长、
适应不同层次的听众，而且能在最快的

时间内传递最新信息。
2、收听方便。
广 播 是 最 能 适 应 在 运 动 状 态 中 接

收信息的媒体。收听广播，手机、MP3、收

音机等小型接收设备就足够了，并且便

于随身携带。
3、运行成本低。
广播的制作成本低，相对于电视 等

媒 体 比 较 简 易 ； 广 播 的 收 听 成 本 也 很

低，听众接收广播只需一些简单的接收

设备，无需像电视网络等媒体需要大型

专业的终端设备。
三、广播媒介的发展模式

综上可见广播媒介具有多种优势，
它不可能短时间内消失。 笔者认为在当

今 激 烈 的 媒 体 竞 争 中 ， 广 播 应 发 挥 优

势 ，通 过 不 断 创 新，和 其 他 媒 体 进 行 融

合，相互促进，优势互补。
1、广播和其他新媒介结合

信 息 技 术 的 发 展 使 传 统 媒 介 受 到

冲击时也为其提供了发展机遇。 与网络

相 比，广 播 传 播 的 手 段 较 为 单 一 ，信 息

稍 纵 即 逝、不 易 保 存 ，原 有 的 传 播 快 捷

等优势开始弱化，加上当今各种媒体融

合的趋势， 广播应顺应此种时代背景，
积极与网络等媒体融合。 “广播电台可

以自办网站，由于电台自身具备制作节

目 的 能 力 ， 可 以 直 接 把 节 目 放 在 网 络

上。 既增加了电台节目覆盖率，也解决

了传送等问题，为广播节目保存等提供

了便利。 受众可以根据自己需要收听的

内容进行自我点击选择”。 通过网络提

高了广播的互动性，受众可以在网上进

行反馈，这样也克服了以往电台反馈滞

后的问题。
2、广播与交通结合

就 目 前 中 国 汽 车 产 业 的 发 展 状 况

以及移动人群扩大的幅度而言，城市交

通广播具有很大的挖掘潜力，交通广播

是 广 播 媒 体 中 最 为 重 要 的 阵 地 之 一 。
例如受惠为北京的所谓“堵车经济”，北

京 交 通 广 播 也 成 于 全 国 各 地 电 台 争 相

效仿的范例。
现在车载电视等进入公交车，交 通

广播应居安思危，重新做好“市场定位”，
要 考 虑 城 市 的 规 模、地 域、人 口 、政 治 、
经济等，这些都是广播内容和节目构成

的外在因素。 同时，根据当地受众市场

和广告市场的现实状况决定广播策略，
这样才可能建立品牌栏目，提高社会影

响力和广告创收效应。
3、加强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作用

广播是突发事件报道的媒介先锋。
突发事件的发生出乎人意料。 因此，在

突发事件发生之前，广播媒介要时时做

好应急准备。
面对突发事件， 除做好预防工作，

还应建立专业队伍，保证突发事件发生

时报道的速度和质量。 广播媒介经过去

年对雪灾和地震的报道，已经积累了许

多经验。
4、加强广播与受众间的互动

要增强广播与受众之间的互动，首

先 得 让 受 众 对 广 播 的 内 容 感 兴 趣 ，对

其 有 反 馈 的 需 求 和 欲 望 ， 因 此 广 播 报

道 首 先 要 研 究 听 众 兴 趣 ， 如 以 农 村 农

民 为 受 众 就 要 多 讲 讲 国 家 对 农 民 的 优

惠 政 策 ， 面 向 出 租 车 司 机 的 交 通 广 播

就 要 考 虑 道 路 交 通 条 件 ， 这 样 才 便 于

与受众互动。
此外，广播还应完善互动渠道 和 互

动机制。 例如给电台发短信和留言就是

很 好 的 反 馈 渠 道 ， 另 外 广 播 与 网 络 结

合，建立广播网站也是一个可行的互动

渠道。
5、广播与音乐结合

在与音乐结合方面，广播应抓 住 一

些酷爱音乐的群体，如学生这个特殊群

体。 广播可以设立学生频道，多报道一

些与学生生活接近的新闻；还可设立点

播台，方便学生群体点歌等，形成互动。
总 之 ，广 播 发 展 的 大 趋 势 将 是 “窄

播”，广播媒介应把握自己的市场定位，
通过不断创新，建立品牌，提升影响力，
同时， 强化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作用，
这样，广播媒介不但不会在市场竞争中

消失，还会获得更好的发展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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