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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的普及使广播逐渐丢失了大学生听众，而
广播盈利点的转移则进一步制造了二者间的隔阂。本文以网
络问卷的形式对厦门地区大学生进行收听习惯调查，从数据
出发，分析大学生远离广播媒体的原因与收听偏好。从培养
大学听众的重要性与可行性入手，为广播支招，提出顺应大
学生的收听习惯进行节目调整、经营上制造校园相关的盈利
点、强化媒体接触三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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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在报纸、电视之后，面临着更强大的对手———网络。
特别是在大学生群体中，网络的影响力远超广播媒体。在老
龄人群、打工族群受到重视的同时，大学生这一巨大且有价
值的群体，却仍然受到广播界的漠视，目前全国没有一家专
业电台面向大学生。

本研究采取方便抽样方法，以网络问卷的形式，同时也
注意顾及样本在性别、学科、年级方面的代表性，对厦门地区
128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70.3%的大学生完全不收
听广播 （不包括被动接收的公交车载广播与校园广播），
20.3%的听众每周收听 1~2 次，7.8%的听众每周收听 3~4
次，而在所有接受调查者中每天收听的仅有 2 人，比例为
1.6%。

本文在调查的基础上，分析网络时代背景下广播媒体大
学生听众流失的原因，并尝试给出相应的建议。

一、大学生听众群体的流失
（一）网络普及化对受众的影响

图表 1 您不听广播的原因

调查显示，63%的受访者将不收听广播的原因之一归结
为电脑使用偏好。

网络时代的来临使传统媒体在新兴人群中每况愈下。据
国新办发表的《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截至 2009 年底，东
部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40.0%，西部地区为 21.5%；城市网

民占网民总数的 72.2%，农村网民占 27.8%[1]。大学生作为高
学历人群，90%以上有使用网络的条件。电脑已经成为大学
生学习、娱乐的重要工具。

技术的发展使大学生接收信息的方式发生变化。接受信
息的形式从平面媒体、广播媒体的单一渠道，转为电视媒体
的复合渠道，再转为网络媒体可选择可操控的灵活方式。网
络在信息传递方面的快速、全面使其越来越受到大学生人群
的偏爱。

（二）广播节目盈利点的转移
频率专业化是当前广播生存的重要趋势。“广播”变为

“窄播”，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提升，也在新媒体不
断推陈出新的大潮下保留了这一“旧”媒体的出路。

广播节目的盈利点已经完成了转移。车载广播的普及为
广播在媒体推陈出新的困境中指引了方向。私家车的蓬勃发
展也带来了收听人群、收听情境的改变，为广播制造出蓬勃
的前景。据 2009 年统计，私人汽车拥有量年均增速 20%左
右，目前已达 3000 多万辆[2]。在节目设置上向有车一族靠拢，
是目前广播经营的重要课题。音乐类、经济类、交通服务类、
新闻类、情感类节目等逐渐成为现代广播的主打产品，而传
统的广播剧等却难见踪迹。

在节目设置上，许多栏目直接定位车载广播，以交通定
名，如厦门音乐广播的《一路欢畅》，厦门新闻广播《新闻招手
停》等。在广告报价上，上下班的高峰期 7 点 ~9 点，11 点
~12 点，17 点 ~19 点，都成为广告的黄金时段。以厦门音乐
广播为例，23：00~23:45 的 B 级广告时段的报价是 8：20~9：
00 的特一级广告的 45.1%，不足一半。

从主客观方面来看，广播向车载广播方向转变的策略是
正确的，却具有一定发展前景。而非高峰时段的利用则是其
向大学生听众靠拢的契机。

二、大学生群体是广播接收的潜在听众
（一）培养大学生听众的重要性
培养大学生听众对广播而言，具有现实与长远的意义。
现实来看，庞大的人群基数与消费能力可以使大学生成

为广播的目标群体之一。2010 年全国高考计划招生人数为
657 万名，在校生总数超过 2800 万[3]。这一数量与 3000 万的
私家车数不相上下。而目前尚无一家电台以大学生作为目标
对象，这一方面说明了当前大学生收听群体培养不足，不足
以支撑电台的经营；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广播目标人群的潜
力。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才可以尝到美味。第一家重视大学生
人群的广播或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

网络时代下大学生广播接收的现状与建议

———厦门地区大学生听众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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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来看，媒体应该面向未来。大学生无疑是未来消费
的主力人群，而大学时代培养的习惯与偏好对于今后媒体的
接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重视大学生群体、培养大学生听
众是广播频道甚至广播行业长远发展的重任。

（二）培养大学生听众的可行性
目前大学生的媒体接触过分单一，为广播成为继电脑、

手机之后的第三媒体的创造可能。
在广播与电脑的对比中，存在两大优势：第一，广播收听

的轻松休闲。电脑使用要求很长的投入，容易产生疲惫感，用
户在特定情势下需要真正放松的媒体。如，日本公共广播电
视综合频道(NHK)推出晚间节目“广播深夜便”的晚间节目在
推出 14 年后仍然广受欢迎，原因就在于它的催眠功能[4]。第
二，广播的接收受设备局限小。电脑功能强大，但不便携带。
许多受访者表示，他们在跑步、洗衣服时有听广播的习惯。

从收听时段而言，大学生节目的开播可以错开传统节目
的黄金时段，不构成冲突。目前广播的收听高峰出现在上下
班时段，22 点后仅播出低成本的热线谈心节目，许多电台更
将时段出租给广告商以药品广告等填充。调查显示，大学生
群体收听广播的时段中，在 22 点之后的占 73.7%。开发大学
生听众，有望将晚 22 点后的 B 级广告时段，变为 A 级，甚至
黄金时段。

此外，大学生群体还具有同质性高，易于集中培养的特
点。

三、如何吸引大学生听众
（一）调整电台节目，兼顾大学生群体
电台的刊例显示，20：30 后的广告时段被归入 B 段，价

格最低，而调查显示 22 点后是大学生群体收听的高峰时段。
错开目前的收听高峰，为电台抓住大学生群体，寻找第二盈
利点创造了机会。

把握节目走向，兼顾大学生群体，加强节目的新鲜感，加
入大学生喜爱的元素，是广播调整低成本方式。调查显示，音
乐类、新闻类、旅游美食类是大学生最喜爱的节目类型。

音乐类节目是大学生最喜爱的节目类型，也是传统广播
节目的重头。目前主要有零散的新歌推荐、无主题的插播歌
曲、排行榜形式等。可以适当调整节目时间以适应大学生的
收听习惯。如，厦门音乐广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可以考虑
由目前的 20：00~21：00 调整至 22：00~23：00。

新闻类位列第二，广播是大学生知闻天下事的窗口。以提
升节目的广度，弥补由于缺乏新闻评论人才所造成的深度缺
失。具体来说，通过新闻链接等方式为听众展示更全面的事件
背景，加强主播的素质培养，避免胡乱评论造成听众不满。

旅游美食类位列第三，目前的晚间广播节目尚欠缺这一
类型，可以适当地在谈话类节目中加入旅游美食元素，开辟
小专栏。

图表 2 最喜爱的广播节目类型

（二）电台制造相关的盈利点
没有广告支持使电台在节目策划上疏离了大学生群体

的挖掘，而大学生听众的流失又连带了广告的流失。这样的
恶性循环造成了电台节目与大学生听众的隔阂。

就目前而言，线下活动策划是电台盈利的重要方式，也
是其走进大学生群体的契机。线下活动既能有效地利用电台
的品牌资源，又能有效提高大学生群体对电台的熟悉与了
解，是电台与大学生互动的好形式。在活动主题创意上，应紧
扣大学生的群体特性，抓住其感兴趣的话题进行运作。在时
间地点选择上，尽可能地走进校园，营造以大学生群体为主
的活动氛围，满足其专属感。线上节目与线下活动呼应，并在
播出时间上顺应大学生的收听习惯，实现校园听众的逐步凝
结。

如，2010 年厦门音乐广播、厦门旅游广播、厦门晚报社
联合举办的“熄灯一小时，地球大不同”活动，就可以考虑在
大学设置分会场，邀请学生乐队参加“不插电”音乐会，通过
公益活动的主题吸引听众。在节目播出上，考虑直播或在适
当时段录播，放大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影响。

（三）制造大学生的媒体接触点
由于电脑媒体的高度复合性，使广播在大学生中的保有

量急剧减少。47.8%的受访者认为，没有收音机是造成其远
离广播接收的主要原因，仅次于电脑的普及造成的影响。

通过提高大学生收音机的保有量，来提高广播的收听
率，是广播走进校园最直接的方式。国内最大的批发商网站
阿里巴巴显示，收音机的价格最低仅 4 元（不包括耳机）。通
过 4 元成本就能锁定一个听众，对于电台而言，绝对是小本
万利。而内置设定等方式，通过控制听众收听行为，可以将其
锁定在指定的一个或多个频率，直接提高节目的到达率。为
降低成本，电台可与中国移动等商家合作，推出 M 值兑换收
音机，或其他品牌的联名收音机。

与高校电台合作，联合开设节目可以有效提高大学生的
被动收听率。高校电台是目前大学生收听广播的重要渠道，
分别在早中晚三个时段播音。高校电台具有强制性的特点，
有效覆盖特定时段内所有的学生。就高校而言，与专业电台
合作，利用其资源、设备，可以有效地提升节目质量，提高电
台的专业度；就电台而言，通过合作可以打开知名度，培养学
生的收听习惯。

四、总结
调查显示，70.3% 的大学生没有收听广播的习惯，而

47.8%的大学生将其归结为收听渠道的局限，而非主观上的
拒绝收听。广播提升大学生用户的空间巨大。在制作上，顺应
大学生的收听习惯，进行节目自身的调整。在经营上，制造校
园相关的盈利点，在顾全当前的发展的前提下稳步提高未来
的潜在听众。在客体方面，增加媒体的接触机会，通过提高收
音机保有量等方式培养用户的收听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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