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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椇通过斢斪斚斣态势分析法对后奥运时代中国体育广播专业频率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自身

存在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全面剖析暎研究结果表明椇北京奥运会后棳中国广播事业的整体复苏暍中国体育

事业的全面发展为体育广播专业频率的成长创造了广阔的空间棳但是奥运会后棳中国体育广播的发展也

面临着来自行业内外的各种挑战棳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暎根据斢斪斚斣分析棳此时体育广播应该采用暟增

长型战略暠棳充分发挥暟体育暠和暟广播暠两者的优势棳并利用时代赋予的机遇棳积极进取暍全力发展椈树立

暟大体育观暠按照体育的规律办体育广播椈发挥特色棳加强合作棳按照广播的规律办体育广播暎
关键词椇中国体育广播椈斢斪斚斣分析椈机遇椈挑战椈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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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棽棸棸棻年椃月棻棾日棳北京申奥成功棳棽棸棸棽年棻月棻日棳中国

第一家体育专业广播频率暘暘暘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体育广播正

式开播暎中国体育广播的诞生与北京奥运会有着密切的联系棳
可以说由于申奥成功而生棳伴随筹奥历程而长暎在北京奥运会

之前棳全国共开设了北京体育广播暍上海体育广播暍南京体育广

播等专业化不等的椄家体育电台暎体育广播专业频率的开播

是广播频率专业化发展的产物棳更是中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

见证暎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棳体育广播为全面暍专业的报道和解

读北京奥运会棳立下了汗马功劳棳而自身也在北京奥运会的报

道中得到了极大的磨练与成长椈但是棳面对电视的形象生动暍报
纸的深刻思辨暍网络的多元互动棳广播媒体在传播体育信息上

并不占据明显的优势暎那么棳与北京奥运会相伴了椃年的中国

体育广播专业频率在北京奥运会后能走多远棳走向何方棳是摆

在体育广播人面前的一大问题暎北京奥运会对中国社会的各

个方面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棳而后奥运时代的中国体育广

播的发展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暎
斢斪斚斣分析法又称态势分析法棳就是通过对一个机构所处

外部环境的机会棬旓旔旔旓旘旚旛旑旈旚旟棭和威胁棬旚旇旘斿斸旚棭以及内部自身的

优势棬旙旚旘斿旑旂旚旇棭和劣势棬旝斿斸旊旑斿旙旙棭的分析棳研究其发展策略的分

析方法暎本文就采用斢斪斚斣分析法对中国体育广播自身存在

的优势暍劣势棳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研究棳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中国体育广播发展战略的建议暎
棻暋后奥运时代棳中国体育广播发展面临的机遇

棻棶棻暋中国广播事业的全面复苏

棽棸棸椄年是广播的幸运年棳广播及时暍便捷暍随时收听的传播

优势在听众迫切了解重大事件的进程中得到充分彰显暎在汶

川大地震发生后棳由于通信设施遭到破坏棳广播媒体发挥了其

采编和传输优势棳第一时间搭建起信息孤岛与外界的联系棳广
播的收听率棳随之得到提高暎赛立信媒介研究公司通过对震后

网民的调查显示棳有椃椂棩的受访者收听广播棳这一比例较平时

收听广播的听众比例高出棻椂棶椄百分点暎有超过一半的棬棾棩棭
受访者是主要通过广播了解灾区相关情况暎

北京奥运会是中国体育广播发展的加速器暎在北京奥运

会的广播报道中棳不管是体育专业频率还是综合频率的体育节

目都以奥林匹克精神为指导棳充分发挥广播优势棳各尽其责暍各
具特色地完成奥运会的报道工作棳并在奥运报道中积累了广播

发展的经验棳即深挖自身特色暍延伸广播产品暍强化内部联合暍
拓展外部合作棳并且大大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和受众认可

度暎比如棳北京体育广播的收听率棳北京地区的排行就从棽棸棸椂
年的第棻棸名棳上升到奥运前的第椂位棳并在奥运期间达到第

棿位椲棻椵棻椂椃暎



与此同时棳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结构的变化棳也为

奥运后广播事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契机椇居民消费恩格尔

系数的下降棳使得居民媒体暍休闲消费的比例不断上涨椈老龄化

社会的形成暍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暍有车族数量的提升暍移动生活

方式的形成棳不仅为广播提供了稳定的受众群体棳而且改变了

广播受众暟弱势群体暠即暟低收入暍低教育程度暍高年龄暠椲棽椵的整

体特征椈受众主体意识的增强棳生活方式的多元化棳成为广播专

业频率安身立命的平台椈而数字 斈斄斅广播暍网络广播暍同步调

频广播等广播新技术以及跨媒体合作为奥运后广播的发展打

开了新局面暎
在这样的形势下棳中国广播的复兴日趋明显暎棽棸棸棸暘棽棸棸椄

年棳中国广播广告额实现了连续椆年快速增长棳棽棸棸椄年增长率

达到了棽椄棶椄棩椲棾椵棳位于棿大传统媒体之首棳广播广告市场的强

力反弹不仅显示了广播业的全面复苏棳也为广播事业的发展提

供了巨大的经济支持暎
棻棶棽暋中国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

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以棻棸棸枚奖牌暍棻枚金牌的辉煌

战绩创造了中国参加奥运会以来的 佳成绩暎中国运动员顽

强的拼搏精神和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棳也展现出中国青年自强

不息暍积极向上暍友好进步的精神面貌棳受到了公众和媒体的赞

扬暎而这一切都促进了奥运会后中国体育事业的全面蓬勃

发展暎
棻棭竞技体育的持续提升棳使得国内各大联赛资源蓬勃发

展棳国内外体育交流不断升级棳越来越多的体育明星成为社会

关注的焦点棳这不仅为体育报道积累了素材棳也使得体育报道

更具人性化暎棽棭北京奥运会进一步激发了全国上下的体育热

情棳加之棽棸棸椄年汶川地震引发的人们对于生命的思考棳以及党

的十七大报告对于群众公共体育服务的重视棳后奥运时代棳中
国的群众体育进一步升温暎棾棭中国体育产业蓬勃发展棳将成为

中国支柱型产业之一暎而包括体育广播在内的体育媒体本身

就是体育产业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棳并且不管是体育赛事

的商业化运作还是体育产品的广告都离不开体育传媒的支持暎
同时棳体育产业的发展也给体育媒体提供了充足的赛事资源和

资金支持暎两者密不可分棳相辅相成暎棿棭北京奥运会也留下了

很多的遗憾和思考棳比如棳对现有足球体制的反思和探讨暍对中

国传统体育的保护和推广等暎而这些问题的思考肯定引发一

串的变革棳而在这场变革中棳体育媒体又要承担观察者暍记录者

和监督者的责任棳并伴随着中国体育的变革而成长暎
棽暋后奥运时代棳中国体育广播发展面临的挑战

棽棸棸椄年中国媒体领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棳而后奥

运时代中国体育广播的发展也面临着来自行业内外的各种

挑战暎
棽棶棻暋广播行业外的挑战

从行业外来看棳多数传统媒体都逐步进入稳定的发展期棳
而新媒体的发展也是势头正盛暎棻棭电视媒体依然强势暎北京

奥运会 大的受益者有棽个棳一个是中国社会棳另一个就是中

央电视台暎北京奥运会成就了中国电视 辉煌的时代棳而奥运

会后棳电视不管是从收视群体暍经营收入还是社会影响棳都将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媒介市场占据强势地位暎而其声画俱备暍形
象生动的特点对于体育赛事的转播而言棳的确占尽优势暎棽棭平
面媒体不断创新暎后奥运时代平面媒体也在保持其深刻暍思
辨暍便捷等自身优势的同时棳借助数字化暍网络化的技术棳探索

时代发展之路暎棾棭网络媒体势头正旺暎棽棸棸椄年北京奥运会上棳
网络媒体的全面参与暍异军突起几乎撼动了中国传媒的格局暎
从北京奥运会媒体接触率上看棳网络媒体已经上升到了第棾
位棳而在棿大媒体中首先被超过的就是广播暎棿棭移动通信异军

突起暎随着手机等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棳其移动性暍观赏性棳对
广播媒体的发展也形成了极大的挑战暎
棽棶棽暋广播行业内的竞争

行业内部的挑战棳主要是来自不同专业频率之间的竞争暎
依靠市场的细分棳对象专业化频率和内容专业化频率逐渐增

多棳除了原有的新闻暍交通暍经济暍音乐等老牌的专业频率之外棳
又出现了很多专业频率如儿童频率暍女性频率暍老年频率暍故事

频率暍长书频率暍戏曲频率等棳这必然会加剧不同专业频率之间

对于受 众 和 广 告 的 争 夺暎棽棸棸椄 年棳北 京 电 台 交 通 广 播 以

棽 棶椆棾棩的市场份额位居榜首棳其次是北京电台的文艺广播和

新闻广播棳而北京体育广播排在第椄名暎这一方面与这些频率

专业化发展起步较早有关棳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受众兴趣的偏

好暎同时棳这些内容本身也比较适合广播媒体自身的传 播

特点暎
棾暋广播媒体自身传播优势暍劣势分析

广播作为一种电子媒介棳其传播主要具有以下优势椇棻棭迅
速及时棳覆盖面广暎棽棭制作成本低棳制作程序简单暎这也是广

播报道时效性强的原因棳同时制作成本低廉也使得广播成为低

投入暍高产出暍高回报的产业之一暎棾棭伴随收听棳广播听众可以

暟一心二用暠棳极为方便自由棳这也是移动人群选择广播的 主

要的原因暎棿棭交互性强棳听众可以通过短信或电话的方式棳直
接参与广播节目棳与主持人进行较为方便暍自由的交流暎 棭广
播是听觉媒体棳它声情并茂棳可以充分运用人类丰富的语言和

各种音响去感染听众暎椂棭对受众限制低暎广播受众可以不受

教育程度的限制暎无论识不识字棳文化水平高还是低棳只要是

听觉正常就可以收听广播棳于是广播成为视力残障人士暍老年

人等弱势群体了解信息的重要途径暎
当然棳广播媒体也有很多自身的缺点椇棻棭广播单纯提供听

觉形象棳给受众留下的印象和感受不如视听兼备的电视媒体深

刻椈棽棭广播内容转瞬即逝棳其保留性远不如报纸椈棾棭受众对于广

播的选择比较被动暎
棿暋后奥运时代棳中国体育广播发展战略分析

棽棸棸椄年北京奥运会为中国体育广播专业频率的发展带来

了百年不遇的机遇棳而后奥运时代中国社会的进步又为其成长

创造了广阔的空间棳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暎根据斢斪斚斣发展战

略棳此时的体育广播应该采用暟增长型战略暠棳充分发挥暟体育暠
和暟广播暠两者的优势棳并利用时代赋予的机遇棳积极进取暍全力

发展暎
由于体育广播主要兼备暟体育暠和暟广播暠棽个重要因素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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斨旓旍灡棽棾斘旓灡 棷斢斿旔旚斿旐斺斿旘棽棸棻棻

点棳暟体育暠是其内容棳而暟广播暠是其形式棳所以棳在体育广播发

展战略的制定上棳必须要从暟体育暠暟广播暠棽大方面进行综合的

考虑椇一是按照体育的规律办体育广播棳二是按照广播的规律

办体育广播暎
棿棶棻暋树立暟大体育观暠棳按照体育的规律办体育广播

人们对体育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暍不断深入的过程暎从

单一的暟体操暠运动发展到各种竞技活动棳从暟竞技比赛暠扩展到

暟大众健身暠棳从暟身体活动暠深化到人的全面发展棳从个人的全

面发展拓展到社会文化活动暎现在棳体育已经成为世界上 普

遍暍 宏大暍 持久的社会现象之一椲棿椵棽椂暎可以说棳体育早已超

越了简单的体育比赛棳成为一个由各种要素有机结合而形成的

庞大复杂系统暎为了对这个系统进行全面深入的剖析就需要我

们树立 暟大体育观暠棳所谓大体育观就是对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

以全盘统筹思想为创新发展内容的体育认知度暎在大体育观

的背景下棳体育广播应该在体育活动的报道中体现体育价值观

的宣传椈兼顾和平衡竞技体育内容和群众体育内容暍体育事业

发展和体育产业发展椈体育广播应该跳出单纯的体育内部的圈

子棳将眼光放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棳重视体育与社会发展之

间的联系棳在报道中思考体育与政治暍经济暍文化暍军事暍科技暍
宗教之间的关系棳延展报道范围棳开拓报道角度棳深化报道层

次暎从体育的角度观察社会的发展棳从社会的发展剖析体育事

件的缘由棳使报道更加地贴近生活暍更加地全面和深入暎

图棻暋斢斪斚斣战略分析

暋暋在暟大体育观暠的引导下棳体育广播的内容范围得以扩大暍
视角得以拓展暎具体来讲棳首先棳对于体育赛事报道要体现体

育专业频率的暟专业暠和客观棳在着重用有声语言展示体育的竞

技之美的同时棳以人为本棳关注比赛中的暟人暠棳捕捉赛事中人性

的光芒暎其次棳在群众体育的报道中棳要注意宣传和引导的技

巧棳将赛事报道和群体报道相结合棳利用赛事激发群众的兴趣棳
并树立服务和指导理念棳帮助群众解决在锻炼中遇到的问题棳
切实为热爱运动暍参与运动的人提供贴心暍全面的服务棳让体育

广播成为所有人的朋友暎要提高对于登山暍攀岩等时尚体育以

及老年人体育与健身的关注棳这是时代特色的体现棳也是时代

发展所需暎充分重视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宣传和推广棳在
传统和时尚暍民族和世界暍体育与文化的融合中棳让民族传统体

育通过体育广播在现代生活中再次散发出时代的活力暎第三棳
关注体育产业的发展棳引导群众进行合理科学的体育消费棳促
进体育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暎由于我国的体育产业发展各方

面都还十分不成熟棳在发展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棳此时媒

体应该充分发挥社会观察以及舆论监督的作用棳及时反映体育

产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棳并进行监督暎
棿棶棽暋发挥特色棳加强合作棳按照广播的规律办体育广播

体育广播作为广播专业化发展的产物棳在制订其发展策略

时必须要着重考虑广播媒体自身的规律暎
棻棭深挖自身传播优势棳树立品牌棳在自强中积蓄实力暎这

主要表现在棽个方面暎首先棳充分发挥广播节目暟听得见棳看不

到暠棳以有声语言为载体的单信道传播的特点暎广播是单信道

传播棳声音是听众收听广播节目时唯一可感的信号棳所以广播

节目常常会因为声音元素单一棳制作手法僵硬而给听众带来单

调乏味的感觉暎这样棳在节目的制作过程中要做到暟三化暠即碎

片化暍互动化和语态多样化 椲椵棻棾暎暟碎片化暠棳比如棳在大板块直

播节目中采用现场主持暍嘉宾访谈暍记者连线暍采访音响暍新闻

资料暍背景音乐暍片头片花暍短信互动等多种手段棳用碎片组合

的方式形成新闻场暎碎而不散棳既保持了整体风格的一致棳又
不至于单一单调暎或是在几个大板块节目的间隙插入精致且

实用性强的小板块节目棳长短结合暍直录相间棳灵活多变暎暟互
动化暠棳体育广播的听众一般都是性格开朗棳有较强的表达和交

流欲望棳而广播媒体自身的传播特点又使得通过短信或是电话

互动途径简单棳效果明显椈所以棳在节目中要特别重视互动的实

现暎暟语态多样化暠棳体育节目的整体语言风格是动感节奏暍情
绪饱满棳但是棳也要根据不同节目类型呈现出多样性的语言特

点暎比如棳体育广播的新闻节目要求朴实自然棳在广播评论节

目中要严谨犀利棳而在休闲娱乐节目中要幽默诙谐棳赛事转播

节目要情绪饱满暍述评得当棳用有声语言展示赛事的精彩棳做到

暟此时有声胜无声暠椲椂椵暎
其次棳突破传统思路棳办暟看得见的广播暠椲椃椵暎广播媒体的

特点是暟只闻其声棳不见其人暠棳但是棳只凭声音给人留下的印象

与暟看得见暠暟听得到暠甚至暟摸得着暠的媒体相比还是有很大的

差距椈所以棳广播媒体必须通过各种途径突破自身发展的瓶颈棳
办暟看得见暠的广播暎比如椇加强频率自身的宣传和广告棳让体

育广播的品牌广告 暟看得见暠椈广泛开展社会活动棳组建俱乐部棳
让体育广播的活动暟看得见暠椈加强对于主持人的包装和打造棳
让体育广播的主持人暟看得到暠椈开发光盘书籍等衍生产品棳让
体育广播的精致产品暟看得见暠椈加强与网络的合作棳让体育广

播的视频暟看得见暠暎
棽棭联合相关产业棳借助社会力量棳在合作中协调发展暎体

育广播的发展一方面要得到体育总局等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棳
另一方面也离不开相关行业和产业的配合棳比如棳可以选择和

一些健身俱乐部合作推出健身节目等暎这样既利用了俱乐部

的各种专业资源棳又对这些合作单位进行了宣传和推荐棳同时

还为听众带来了丰富的资讯和专业人士的专业意见暎比如棳与
南京斒斉斉斝电音酒吧合作棳打造时尚音乐节目暥南京斒斿斿旔酒吧

电音之夜暦棳就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的效果暎
棾棭携手同行棳组成联盟棳在联合中壮大力量暎奥运期间由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倡导并发起的暟全国奥运广播联盟暠成为北

京奥运会广播报道的 大亮点暎联盟对于中国广播界而言是

一项长效策略棳而体育赛事的地域性暍阶段性特点使得各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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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盟更加得必要暎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赛事棳比如棳上
海的网球公开赛暍斊棻大奖赛等暎而且很多比赛实行主客场比

赛的赛制棳于是通过各地体育广播之间的联盟棳在当地举行的

比赛就由当地的媒体进行采访报道棳然后再进行资源的交流和

共享棳这样不仅降低成本棳而且使得采访更加顺畅深入暎
棿棭跨媒体联动发展棳化敌为友棳在融合中实现超越暎跨媒

体的集团化发展棳已经成为多媒体时代媒体发展的显著趋势暎
比如棳斉斢斝斘棬斿旑旚斿旘旚斸旈旑旐斿旑旚斸旑斾旙旔旓旘旚旔旘旓旂旘斸旐旐旈旑旂旑斿旚旝旓旘旊棭这
一当今世界 著名的体育电视网棳就涉及体育网络暍电视广播暍
互联网站暍体育杂志等多媒体领域棳使得体育资源得到 为合

理的配置以满足全球棽亿多观众的需求暎如今棳国内的受众也

早习惯了节目中出现的网站地址暍手机号码暎报纸暍广播暍电
视暍网络暍手机等各自为政暍自行发展的局面日渐打破棳彼此互

通有无棳取长补短棳跨媒体联动已成为现代媒体发展的趋势之

一棳也为体育广播发展开阔了思路暎比如棳上海体育广播就充

分利用了电视资源棳与电视携手棳共创体育广播品牌暎在赛事

资源上棳中超暍斘斅斄暍英超暍意甲等都在广播中进行转播椈在节目

安排上棳也实现了与电视的节目共享棳有很多节目实行的是与

电视同时播出的形式椈在主持人的安排上棳一些观众十分熟悉的

电视节目主持人也在体育广播节目中承担节目棳以广播主持人的

身份与听众进行交流等暎这样的联合让广播和电视都获益颇丰棳
既节约了成本棳又加强了宣传效果暎而网络广播已经成为广播媒

体发展的一大方向棳就像是斅斅斆的克里斯暏韦斯科特所说椇暟广
播暛不会因为互联网的出现而死亡棳但是会改变暎暠广播与网络的

联合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广播定时播报暍转瞬即逝暍线性传播

等致命的劣势棳为广播的自救与创新提供了机遇椲椄椵暎
暋关于体育广播发展的辩证思考

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处于辩证的规律当中棳比如棳广播媒

体发展的趋势是受众市场的细分棳于是诞生了很多专业频率棳
好像广播变得窄了棳而体育广播频率由此而诞生椈但是棳我们观

望当今时代背景下广播媒体发展的趋势是整合暍联合暍联动暍联
盟的扩展式协作发展棳于是广播好像又变大了棳变宽了暎对于

广播节目而言棳珠江模式带来了大板块的节目形式棳使之更适

应受众伴随收听的特点椈但是棳具体节目形态是又将暟碎片化暠
的概念引入其中棳让广播不会由于单信道而变得单调棳同样也

是为了满足受众的收听需求和收听习惯暎而对于受众而言棳体
育广播要明确受众定位棳为特定的受众量身定做适合的节目棳
好像是变得更加地专注暍集中暍专业椈但是棳在节目内容上要满

足这个群体各个方面的需求棳将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纳入考虑

的范围之中棳似乎关注的领域又更加地宽泛了棳分散了暎这些

看似矛盾的策略棳事实上并不矛盾棳因为事物本身就是处于矛

盾之中棳就是在矛盾的平衡之中存在暍动态中发展暎
内容为王棳受众本位棳而其他一切都是形式而已暎树立大体

育观 暍大广播观以大气开阔的胸怀办体育广播椈细化受众暍细致

节目棳以精致贴心服务办体育广播暎如此按照体育的规律办体

育广播暍按照广播的规律办体育广播棳这就是体育广播发展

之道暎
时代给了体育广播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棳有人预测棽棸棸椄

年会是体育广播发展的春天椈生于这个媒介的大变革又让这个

新生的专业频率必须直面前所未有的挑战棳有人担心奥运之

后棳体育广播路在何方棳站在这个十字路口棳不管未来有多大的

考验棳既然选择了前方棳体育广播就会风雨兼程暛暛也许棳这条

路充满了艰辛棳但是体育广播并不孤单棳因为一同前行的还有

蓬勃发展的中国体育以及活力再现的中国广播暎
参考文献椇
椲棻椵王兰柱棶中国广播收听年鉴椇棽棸棸椂椲斖椵棶北京椇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棳

棽棸棸椂棶
椲棽椵黄升民棳宋红梅棶过去暍现在与未来椇广播媒体应对挑战与摸索转型

的轨迹探析椲斒椵棶现代传播棳棽棸棸椂棬椂棭椇椆灢椆椃棶
椲棾椵陈永棳丁俊杰棳黄升民棶棽棸棸椄年度中国广告业生态调查报告椇媒体篇

椲斉斅棷斚斕椵棶椲棽棸棸椆灢棸棿灢棸椃椵棶旇旚旚旔椇棷棷旝旝旝棶斻旑斸斾旚旓旔棶斻旓旐棷旑斿旝旙棷斺旡旚旉棷
棽棸棸椆棷棿棷椃棷棽棸斸椆旀斸椄椆灢棾椆斿斻灢棿斻椂斿灢椄棻棾棻灢椂斾椂斺椃斸椄棽斿棽斾椷椂棶旇旚旐棶

椲棿椵周西宽棶体育基本理论教程椲斖椵棶北京椇人民体育出版社棳棽棸棸棿棶
椲椵申启武棶广播生态与节目创新研究椲斖椵棶广州椇暨南大学出版社棳

棽棸棸椄棶
椲椂椵鲁威人棶论体育比赛转播中广播解说与电视解说的使用特点 椲斒椵棶

传播艺术与艺术传播棳棽棸棸椃棬棿棭椇椂棾灢椂 棶
椲椃椵周勇棶暟打造看得见的广播暠椇广播媒体的强势出击椲斒椵棶中国广播电

视学刊棳棽棸棸椃棬棽棭椇棽椂灢棽椃棶
椲椄椵李文明棳王霄萍棶新媒体时代广播自救与创新椲斒椵棶现代视听棳棽棸棸椄

棬棾棭椇棾椃灢棾椆棶

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暋曪暋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

体育与社会发展 首 都 体 育 学 院 学 报暋 第棽棾卷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