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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广播收听现状调查与分析 

——以重庆高校广播收听为例 

李建秋 吴斯一 董 蕾 夏玉燕 

（重庆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 

2009年 5月和 10月，笔者所在课题组以重庆高校广播收听情况为例，调查了广播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收听现状和影响情况。 

本次调查以在高校学生中随机投放问卷的方式进行，选取的是重庆三所高校的本科大学生。为了达到取样的多样化，课题

组分别选取了这些高校不同学院，不同性别的共计 350 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最后得到了有效问卷 334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达到了 95.4%。 

本次调查问卷共涉及有关广播收听的 10项内容，包括：对广播的形象认知；每次收听广播的持续时间；通常在哪些时段收

听广播；选择收听广播的原因；遇到突发事件时会采取哪些方式来获得相关信息；喜欢哪些电台频率；对电台频率满意程度；

愿意收听哪些类型的节目；希望广播更多地提供哪些节目；平时接触过哪些媒体的广告等。 

调查统计与分析 

作为直辖市和西部的文化经济中心，重庆广播媒体发展较早，基础较好，与我国发达地区的广播水平相差并不多，同时由

于人口众多，传播范围较广，听众群体相当广泛，在全国广播界应该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由于广播收听的地域性较强，在重

庆，除了能够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外，听众主要听的是重庆广播电台共 7 个不同专业频率、内

容相对多样化的节目。 

同时，我们所调查的重庆这三所高校都在重庆市区，完全没有收听障碍，能够很好地收听到中央电台和重庆全部广播频率

的节目。 

调查中我们发现，大学生对广播节目的需求整体情况较好，对广播电台有一定认知度，但满意度不是太高，对不同广播频

率及其传播功能的了解比较清楚。他们收听广播节目比较随意，收听工具主要是学校的广播（学校广播站每天早晨要播放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收音机和 MP3或者 MP4。 

那么，学生们在哪些方面对广播节目注意、关心或者说需求呢？又喜爱哪些频率和节目呢？根据调查所获得的数据，我们

做了以下统计和分析。 

图 1：大学生愿意收听广播节目的类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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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图 1所示，我们可以看到，新闻类节目是同学们的首选，达到 82.51%；其次是音乐类节目，为 77.32%；再就是娱乐类

节目为 63.92%，信息资讯类为 32.99%，财经类为 22.68%，谈话类为 18.56%，其他节目为 10.31%。很明显，了解国内外大事和

消遣娱乐是学生们收听广播的主要目的，像谈话类、财经类节目，学生收听得较少，这主要是和学生们收听广播的时间长度有

关，他们大多数是收听 15～30分钟，而一般谈话和财经类节目时长都要超过 

这个时间长度；另外，和学生们收听广播的时段也有关系，68.04%的受访者都选择了在晚上收听广播，这个时候是学生们

上完一天的课最疲惫的时候，所以放松是首要目的，而谈话类和财经类节目需要聚精会神，认真去听，加上大学生们没有就业，

也没有经济收入，所以选择这两类节目的学生较少 

 

首先，我们可以看出，大学生主要热衷于音乐频率，收听人数占所调查总人数的 47.42%以上，经济频率、都市频率、故事

频率、新闻频率也分别达到了 28.87%、29.90%、23.71%、24.74%的收听率。但是，人民广播电台和交通频率相对于以上几个电

台频率来说，收听率就较低，只有 19.56%和 14.43%。但是从总体来说，重庆大学生对广播电台频率的选择范围还是比较广的，

基本上七大电台频率均有学生喜欢收听。 

其次，由于大学生是一个年轻化的群体，他们主要热衷于积极、欢快、新潮的事物，加之音乐频率主要播出流行音乐和娱

乐资讯，形式新潮、内容活泼，所以受到了同学们的喜爱。 

再次，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主要任务是学习，面对考试、就业的压力，大都选择音乐节目来放松自己的身心，都市频率

则可以让在校大学生积极了解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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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可以看出，大学生收听广播的时段主要集中在晚间，晚间时段是大学生收听广播的黄金时段，而收听时间持续较长的

时段主要集中在中午和下午。 

其次，根据大学生的时间分配，上课、自习、课程实践主要集中在白天，是学习的黄金时间，而晚上相对于白天来说，事

情较少，学生都处于休闲状态，所以多在这个时段选择收听广播放松心情。 

再次，从白天和晚上广播电台设计的节目内容来看，白天主要是关于交通、新闻、事实的内容，而深受大学生喜爱的音乐、

综艺娱乐类节目主要集中在晚间。 

调查结论和建议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广播在高校还是有一定收听市场的，但与网络和电视媒体相比，基本还处于弱势地位。广播电台怎样

扩大在高校里的收听率、加强市场竞争力呢？注重受众多样性，完善节目内容。从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他们收听广播的主要

时段周一至周五是在中午休息时段和晚间，周六和周日基本都可以收听，但收听时段更多的是在上午和中午，晚上他们爱出去

游乐。电台可以在这几个时段重点设计针对大学生兴趣和需求的节目内容，重点打造心理类、音乐类、娱乐类节目。 

所以，注重节目多样性，完善节目内容，对于广播电台确定自己的受众群体极为重要。调查表明，大学生整体还是喜欢收

听广播节目的，只要广播电台不同频率根据不同的收听群和收听时段制定不同的节目内容，我们相信大学生收听群体是可以稳

定增长的。 

加强媒介融合，注重互动参与。从我们对广播节目现状的考察来看，现在的广播互动模式基本分为热线电话、来函来信，

与新媒体融合的时候不多。广播与新媒体结合，会深刻地影响广播节目的发展，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尤其如此。网络和手机媒

体是大学生接触最多的媒体，所以，广播电台完全可以针对这个群体的特点，加强媒介融合，更多地设置一些互动方式，例如

通过语音的方式参与节目，使得学生们在网上实时收听的同时，通过网络互动、语音聊天就可以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短

信点播节目，甚至可以成为他们表达意见的有效平台。 

除了加强媒介融合外，广播电台也要加强节目的收听对象调查，可以走出去，到高校组织广播收听讲座和广播节目主持人

见面活动，组织与节目播出相关的征文活动或者娱乐活动，同时，还可以让大学生参与新闻策划、采访、报道、评论等，让大

学生在互动参与中成为广播节目的忠实听众，也加强了大学生们的媒介认识和媒介素养。 

求新求快，突出时效性和便捷性。节目的时效性是广播的突出优点，这些是网络和电视比不上的。大学生群体是所有人群

中最为求新求快的群体，节目求新求快，当然符合大学生的心理需求和信息期待。一个突出的例子是，2008年 5月 12日的四川

汶川大地震时，广播在大学校园就成为最主要的了解信息的工具，那个时间，许多大学生都围在一台台收音机旁急切地了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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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的所有信息，广播几乎成了大学生最喜爱的媒体，而网络和电视反倒退居其次了。另一个是广播便捷性和灵活性的特点，

这也是其与网络和电视竞争的一个有力手段，在大学生中同样如此。如今大学生都随身携带手机、MP3或者 MP4，这些随身携带

的手机、MP3或者 MP4都能接收到各种广播节目，只要广播节目办新办活，学生们是喜爱收听的。由于不受时间、空间、地点的

影响，应该说广播的参与性更强，而灵活性更能吸引活动中的大众。“由于声音传播有着文字或图像传播无法比拟的灵动，广播

的便捷性这一媒介特征也体现在节目制作上。 

广播节目内容可以说是题材广泛，包罗万象。收音机是平民家庭里的一件会说话的家具，是伴随人们出行的小精灵，于是

人们想听什么，电台就播什么，而电台播什么都方便。”①1虽然说大学生们的 MP3 或者 MP4 可以录存一定的音乐，但容量毕竟有

限，广播节目如果丰富多彩、资讯快捷，符合大学生心理需求的话，就会成为大学生在课外活动和旅行中最喜爱也是最强势的

媒体之一。 

                                                        
1①杨雪：《永远的前卫———从广播的历史看未来》，《视听界》，20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