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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兴未艾的澳大利亚数字广播

邓 黎

2013-02-17 06:37:59   来源：《 新闻战线 》（2012年第8期） 

    2008年12月，一个名叫“雷达（Radar）”的澳大利亚电台开始在互联网上播出。初期的“雷达”没有主持人，播放的

也只是些无名乐队的作品。短短几年间，“雷达”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媒体巨头“南十字-奥斯特罗（Southern Cross 

Austereo）”集团旗下的第三大品牌。从今年起，该公司将在其广播、电视、网络等多媒体平台上全面推出“雷达”。 

  “雷达”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是近年来澳大利亚数字广播市场从起步、培育到成熟的一个缩影。“雷达”今天的成功，不仅

意味着第三代广播——数字广播的发展已经势不可挡，而且预示着以数字广播平台为载体的多媒体无线广播时代的到来。那么，

是什么造就了“雷达”的成功呢？ 

  数字广播技术的“拿来主义” 

  与欧洲国家相比，澳大利亚的数字广播起步较晚。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德国就开始了对数字广播技术的研究。当时人们对数字广播的想象还只停留在声音的数字化传输上。

1986年，欧洲研究协调机构——“尤里卡计划”把数字广播列为它的第147个研究项目。在这个项目下开发出来的数字广播系

统，被称为“尤里卡147－数字音频广播（EUREKA 147-DAB）”系统,也被简称为“尤里卡147”系统或DAB系统（Digital Audio 

Broadcasting,即数字音频广播）。 

  在欧洲开发DAB系统的同时，美国开发了IBOC（In-Band On-Channel）系统，此外，还有一些国家致力于发展自己的数字广

播系统。它们与DAB系统一个重要区别在于，DAB以声音广播为主要目标，而其他系统则希望在进行声音广播之外，同时搭载图像

乃至视频。1994年，DAB系统被国际电信联盟（ITU）确认为该组织成员的数字广播标准。目前，大多数西欧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

的不少亚太国家都采用了DAB数字广播系统。 

  虽然同为西方发达国家，但澳大利亚在数字广播方面的研究却比欧洲晚了十多年。其主要原因在于澳大利亚地广人稀，进行

相关研究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  

  澳大利亚人有收听广播的习惯。据统计，94%的澳大利亚城市人口每周收听广播的时间达到19个小时。澳大利亚人不仅在开

车时收听广播，不少老年人在家里也会打开收音机。有意思的是，已经被一些国家淘汰的调幅广播（AM）在澳大利亚依然与调频

广播（FM）二分天下，而且拥有大批忠实粉丝。谈话类广播对声音的质量要求不高，因而使用调幅广播；音乐台讲求声音品质，

所以使用调频广播。从调幅和调频广播的区分可以看出，在澳大利亚，广播是讲究“实惠”的产业，只要能够满足需求，并不一

定要采用最新的技术。 

  直到2005年，时任澳大利亚通信、信息技术与艺术部长海伦·库南（Helen Coonan）才提出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广播



计划。这份计划宣布，澳大利亚将采用“尤里卡147”数字广播系统，即DAB+系统。此时，欧洲的DAB技术已经相当成熟，澳大利

亚的“拿来主义”，使它节省了不少先期的研发成本。不仅如此，近年来澳大利亚着力解决了DAB+系统的一些技术瓶颈，例如在

隧道里的广播信号覆盖问题等，并在这些领域掌握了一些核心技术。因此，虽然起步较晚，但澳大利亚的数字广播技术却达到了

世界一流水平。 

  “雷达”搭上数字广播快车 

  2008年，“雷达”开始网络播出时，就是奥斯特罗公司为未来数字广播在澳大利亚全面推广所做的布局。当时，包括英国、

法国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已经搭建了数字广播平台。澳大利亚的广播业者也已经认识到，数字广播是广播业应对新媒体挑战的唯

一出路。只有利用数字广播搭建的多媒体传输平台，广播业才有可能与来势汹汹的互联网竞争。 

  数字广播是将音频、文本、图片等多媒体信号进行数字编码、调制、传递和接收的技术。与传统的调频（FM）和调幅（AM）

广播相比，数字广播的声音质量更好，频段使用效率更高。更重要的是，数字广播平台可以在音频信号之外搭载文字、图片甚至

视频信号，这使得广播得以向多媒体发展，也开辟了广播向新媒体形态融合的空间。 

  在澳大利亚，人们习惯于说“NO WORRIES（别担心）”。但在过去的10年里，传统媒体所感受到的来自新媒体的压力，却让

人不能不担心。澳大利亚报纸和电视的广告收入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广播因为其伴随性特点暂时得以幸免，但随着互联网

的发展，网络广告蚕食广播广告是迟早的事。正因如此，在澳大利亚，最积极推动数字广播发展的是那些像“雷达”那样自负盈

亏的商业电台。 

  2009年年中，澳大利亚先后在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帕斯和阿德莱德5个州府城市推出数字广播。而这5个城市占据了澳

大利亚约6成人口。当时，获得数字广播牌照的广播电台基本上是把在调幅和调频平台上播出的节目，在数字广播平台上同步播

出。而“雷达”是第一批纯数字播出的电台中的一员。 

  2008年12月，“雷达”开始网络播出时，为了控制成本，不仅没有主持人，而且只播放那些主流音乐台不屑一顾的无名乐队

的作品。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只放音乐不说话”的模式，却契合了不少听众的口味。借力数字广播平台的“雷达”如鱼得

水，听众人数稳步上升。虽然仍坚持“用音乐说话”，但它在数字广播平台播出的第一年，就能够雇用一位主持人，节目中也开

始出现一些大牌乐队的作品。2010年，“雷达”获得澳大利亚商业电台联盟年度大奖“数字广播创新节目形态奖”，这也是澳大

利亚商业电台联盟首次针对数字广播设立的奖项。在“最新音乐”的口号下，“雷达”聚合了一大批铁杆粉丝。 

  “雷达”闯回传统媒体 

  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大部分人口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城市，而在内陆中小城市、面积广大的农业、矿业区和土著居民

区，人口分散。据此，澳大利亚的数字广播建设分两步走：第一步，在主要大城市（州府）建设DAB＋数字广播系统；第二步，

在人口分散的其他地区进行数字广播建设。因此，总体来说，澳大利亚是分地区、分阶段地推广数字广播：先人口稠密地区后人

口稀少地区，先全国性广播电台后地区性广播电台。 

  与一些数字广播发展较快的欧洲国家不同的是，澳大利亚政府将数字广播作为现有调幅和调频广播的“补充”，而不以在短

期内使用数字广播代替模拟广播为目标。这使得澳大利亚将在很长的时间里，保持数字广播和模拟广播并存的局面。但是，自数

字广播的概念提出后，澳大利亚推进、实施的速度却相对较快，在某些技术领域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目前，在人口稠密的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阿德莱德和帕斯，已经实现了数字广播的全覆盖，在这5个城市里，每个城

市都新增了高达20个纯数字广播电台。据尼尔森公司调查，2011年上半年，在数字广播覆盖的5个州府城市，有69.1万人收听数

字广播，占这些城市总人口的5.6%，而在数字广播推出之初的2009年，这个比例仅为1.6%。 



  从上述数据不难看出，数字广播在澳大利亚广播市场占据的份额还很小，处于初始阶段，但其发展速度却很快，仅仅18个月

的时间，收听人数就增加了2.5倍。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年轻人是最早接受数字广播的人群，但具有更强购买力的中、老年听众

却是人数增长最快的群体。 

  从消费者调查来看，澳大利亚人对数字广播还处于观望阶段。但据普华永道公司预测，未来1～2年内，澳大利亚数字广播市

场将逐渐成熟，购买数字广播收音机的消费者人数会出现大幅度增加，到2014年6月，将有约16%的澳大利亚家庭拥有数字收音

机，这还不包括家用汽车上可能配装或搭载的数字广播收音机。 

  澳大利亚商业电台组织为推广数字广播不遗余力。它们除了在现有的调幅和调频电台中专门拨出广告时段宣传数字广播外，

还积极游说汽车生产厂商把数字广播收音机作为标配或是选装配件安装在新出厂的汽车里。目前，BMW已经向其5系以上客户提供

数字广播收音机的选装配件。 

  随着数字广播市场的成熟，今天的澳大利亚数字广播电台已经开始向多媒体领域开疆拓土。今年年初，“南十字-奥斯特

罗”集团宣布将“雷达”作为企业的第三大战略品牌，在其电视、网络、乃至调频节目中播送“雷达”电台的节目。从数字广播

出发，“雷达”又闯回传统媒体，并成为音、视、图、文多媒体形态融合发展的一个全新平台。 

  数字广播将逐渐替代模拟广播 

  回顾以“雷达”为代表的澳大利亚数字广播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数字广播是广播未来发展的趋势。 

  新媒体时代，纸媒、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体面临巨大挑战。实现数字化是传统媒体应对这一挑战的前提。从广电行业看，数

字化可以扩大广播和电视搭载的信息资源，实现点播、互动等多媒体功能，从而提高传统媒体的吸引力。澳大利亚将在2013年关

闭所有模拟电视信号。随着数字广播基础设施的建设，数字广播也已进入市场成熟期。 

  在数字广播发展较早的一些欧洲国家，数字广播正逐步替代模拟广播。英国计划在2015年关闭全部调频广播，而挪威也将在

2017年关闭调频广播。法国宣布，从2013年开始，所有进口到法国的汽车都要配装数字广播收音机。而汽车生产大国德国，也于

2011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数字广播，这将促使德国汽车生产商把数字广播收音机作为汽车的标准装配。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澳大利亚数字广播市场正从培育期走向成熟期。未来5年，预计澳大利亚数字广播市场将迎来一轮快速

发展。《澳大利亚数字广播报告2011》指出，在稳步推进人口稀少地区的数字广播建设的同时，澳大利亚将重点提高数字广播在

大城市的知名度和保有量，尤其将加大与汽车生产厂商的合作。一旦数字广播收音机在汽车领域的推广取得突破，澳大利亚数字

广播市场的前景将更加光明。 

  最后需要关注的是，澳大利亚在推进数字广播时结合本国情况，采取了分阶段、分地区、分技术的建设方案。在数字广播建

设中，澳大利亚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既要保证公民获得数字广播服务的公平性，又要兼顾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与产出比。澳大利

亚迟迟没有开始在小城市和广大农业和矿业区的数字广播建设，就是因为还在寻找最佳技术和最佳方案，从而花最少的钱实现最

大的效益。中国地形复杂，广大农村地区的人口密度远高于澳大利亚，但在这些地区采取何种广播技术、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益，

同样是未来推进数字广播时不得不思考的问题。相信未来中澳应有机会寻求分享在农村地区发展数字广播的技术与经验。 

  （作者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澳大利亚首席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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