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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五个部分，汇集了两届数字广播发展交流会的思想精华，内容涉及数字广播发展状况、
技术创新、市场与运营、内容产品与产业链构建、实践与应用等。
书中既有对数字广播发展背景、现状、前景等内容的宏观探讨，也有对运营模式、内容建设等内容的
微观思考。
内容力求简明、准确、实用。
其主要目的在于加强各地学者、专家和从业者的交流，进而促进数字广播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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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新媒介环境下媒介资源融合的特点 在数字技术普及传媒领域之后，特别是以网络、手机、移
动接收为代表的新媒介诞生并发展以来，媒介的资源融合，在环境、主体、方式、意义等诸多方面均
与传统媒介环境下的资源融合有了本质的改变与不同，体现在如下方面：（一）不同媒介的介质同一
性 在以往的媒介环境下，纸张、电波、电子是相互不可替代的异介质，不同媒体间彼此不拥有其他传
播渠道和终端呈现方式，也因此享有各自相对忠诚且数量庞大的受众群体。
不同媒介间竞争是主体，而合作则受到介质局限，大多为散落的、项目式的。
然而，数字技术广泛普及后的今天，任何文字、图片、声音、影像，都可以经过数字技术处理，通过
数字化传输，进入到数字化终端。
因而，在新媒介中，以往不同介质的报纸、广播、电视，其介质边缘由此变得模糊，正在向新媒介同
一介质、不同内容形式的概念转变。
（二）媒介终端的高度兼容性 数字化的今天，一台电脑、一部手机，可以阅文字、看图片、听音乐、
观天下事。
终端的高度兼容性使传统媒介各守一方的传播格局发生根本变化。
传统媒介各具特色的信息传播和呈现形态的特质在新媒介中转化成为"大家都可以拥有的多元方式之
一"。
终端的兼容性改变了人们的接收习惯，强制异质媒介进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资源融合的环境中
，包括传统媒介与新媒介之间、新媒介相互之间，都需要在技术、信息、人才、资本等多方面进行彼
此的资源融合。
在数字化终端的高度兼容性面前，不同媒介的概念正在向经营不同的传播平台的概念转变。
（三）媒介传播的延展性、替代性 目前乃至今后，包括广播在内的传统媒介和新媒介间仍会拥有彼此
不同和相同的受众群体。
但是，新媒介的跨媒介、跨地域传播，它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它的一次投人后每次传
播的零成本，使它在传播范围、内容影响力、市场运营成本方面的优势远远超出广播等传统媒介。
仅就传播力来说，新媒介对广播媒介的意义从"弥补广播稍纵即逝的不足"发展到"拓展广播的受众"。
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为例，北京台八套开路广播覆盖全北京地区，市场占有率从2004年至今保持
在67.4％～70％之间，北京地区日到达率为350万至450万人之间，其中中青年受众和老年受众各占一半
，而依托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建立的北京广播网，2007年到2008年日点击流量在650万次左右，70％为来
自北京以外包括境外的网民，而另外的30％则是网民兼传统广播的听众；但是，他们基本改变了传统
终端和同步接收模式。
在某种意义上，新媒体传播的替代性无可避免地呈现出来，其传播力甚至会远远超出原传播母体。
比如人民网，其母体《人民日报》的全国发行量只在200多万份，而其网络的日点击流量已超过1亿次
，网民中一部分用户就是原报纸受众。
这种现象提出的理论问题是：传统媒介与新媒介资源融合渗透重组时，原信息形态平移得越多，影响
力相互抵消得越大，母体受到的消损也越大；而原信息资源形态转化得越充分，资源延展性和传播影
响力的扩大则越充分。
当新媒介经营模式建立并显现潜力时，传统媒介经营主体是继续渗透，还是转型实现跨越发展，可以
有足够的决策空间。
（四）信息资源的存储性和处理、转化功能 新媒介特别是计算机、互联网信息资源的存储空间弥补了
广播和其他传统媒介稍纵即逝的缺憾。
声音可以后置，可以"复闻"。
新媒介信息存储的时空无限性，不仅创造了海量信息，还依靠检索、超链接、下载等技术创新改变了
信息获取的习惯；同时，每个信息使用者都可以成为信息的提供者和再创造者，通过计算机、互联网
将之前异质而如今不同类型的文字、图片、影像、声音、符号等整合处理，孵化和衍生出信息多元形
态与内容产品。
传统广播媒介因此可以有一个产品多元转化平台，同时通过它与数字化其他平台对接，进人多媒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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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时代。
比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日常嘉宾访谈节目已经有部分节目制作成网台共用音视频节目，周上网视频
访谈节目120小时，并根据新媒介点击规律剪辑为5～10分钟的简短信息内容。
目前外语广播、爱家广播已经全频率网上办台，提供适合网上传播的各种形态的信息。
节目的采编播人员可以将节目背后的个人感受、故事或其他个人资源开发为博客、播客、论坛等上传
网络；必要时，网上信息可以再整合进入DAB、数字电视等其他平台。
因此，在数字化时代，传统媒介与新媒介资源融合是不可避免的。
在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之间，新兴媒体是资源融合的主体，传统媒体对新兴媒体有无可摆脱的依附性
。
抓住机遇与新媒介进行资源融合是数字化时代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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