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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文國際廣播業同仁來說，過去10年來

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艱苦經營的困擾下度過

的，而且大家在不同程度上都面對著內外交困

的局面，甚至有的面對著嚴峻的生存危機。總

的來說，中文國際廣播業普遍都面臨著以下幾

方面的挑戰：

● 角色定位失去方向：隨著冷戰結束，中國以

及國際媒體市場環境發生了急劇變化，中文

國際廣播電臺都面臨著如何調整角色並重新

定位的問題。

● 受眾人數大量流失：由於中國官方長期干擾

短波信號，再加上短波廣播市場的萎縮，國

際中文短波廣播聽眾人數急劇下降。雖然中

文國際廣播媒體在90年代紛紛推出網絡服

務，但也因為一直受制於中國官方的屏蔽而

無法進入中國市場。

● 新聞採集受到限制：由於受到中國官方的政

策限制，中文國際廣播媒體一直不能在中國

境內派駐常駐記者，而且每次派記者到中國

實地採訪也往往得不到中國官方批發記者簽

證，因此無法正常地獲取第一手新聞信息。

● 市場影響日益下降：由於受到各種限制，再

加上中國媒體市場的迅速發展，中文國際廣

播在上個世紀80年代後期達到最高峰，就一

直不斷走下坡，其影響力也在不斷下降，而

且面臨著在中國大陸逐漸被邊緣化的危險。

● 財政資源嚴重缺乏：近年來，不少國家的公

共財政都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機，而主要依賴

公共撥款的國際廣播業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影

響。而一些國家的政府也調整戰略，不再像

以往那樣全力支持對華中文廣播，因此出現

了中國市場日益重要，但中文國際廣播卻不

斷被縮減預算的畸形現象。

面對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中文國際廣播

業要想持續發展下去，必須要提出一些新的思

維，並在發展戰略上進行一些根本性的調整。

從對華廣播變成國際媒體

　開拓海外新移民受眾市場

中文國際廣播業未來發展的新思維

一直以來，中文國際廣播電臺都把市場重

心集中在中國大陸，這一方面是因為歷史和政

治因素，另一方面也是考慮到中國有13.4億人

口，是最大的中文媒體市場。後來，雖然所有

中文國際廣播電臺都開辦了網站，但主要目標

受眾仍然定位在中國大陸的受眾。因此在很大

程度上，中文國際廣播長期以來的角色定位更

像是境外的對華廣播。而中國官方長期以來對

境外中文國際廣播的干擾，使中文國際廣播媒

體又無法有效地扮演對華廣播的角色。

近年來，中文國際廣播媒體都把媒體平

臺重點逐步從短波廣播轉移到網絡及新媒體平

臺，而網絡平臺的出現雖然為國際廣播媒體帶

來了新的挑戰，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帶來

前所未有的機遇。因為通過網絡，中文國際廣

播媒體第一次可以用相對低廉的成本把內容傳

輸到世界絕大部分地區的受眾，真正可以做到

國際傳播的效果了。因此國際廣播也應該借此

機會探討是否應該從根本上調整角色，從單純

的對華廣播而轉型為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媒體。

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過去10年來，海外

華人數量迅速增長。非正式統計，目前中國大

陸以外的全球華人人數已經超過7千萬，其中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大約600-800萬來自中國大

陸的新移民，而且根據目前的增長速度，估計

在未來5年內很有可能突破一千萬的大關。這

些大陸新移民與老一代移民相比，平均年齡比

較低，教育程度也比較高，其中不乏大學生和

專業人士，很多也依賴新媒體作為主要信息來

源。再加上他們與中國大陸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和影響，通過他們，也可以間接把有關資訊迂

回地傳送到中國大陸。因此，中文國際廣播媒

體實在有必要探討如何在繼續針對中國大陸受

眾的基礎上，開拓海外大陸新移民市場，把他

們發展也成為忠實受眾。

從內容需求上，海外的中國新移民與大陸

的民眾有許多共同點，而且彼此在語言文化上

也沒有差異，因此中文國際廣播媒體在同時服

務兩個受眾群上並不存在任何矛盾，只要在原

有內容的基礎上，增加一些新移民特別關心的

內容，就會產生一石兩鳥、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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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供應更貼近受眾需求

　利用社交媒體打破新聞限制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中

國社會機構也發生了明顯變化，越來越多的受

眾對日益惡化的政府官員腐敗、貧富不均以及

社會不公平現象感到不滿，而基本民生和公民

權利等問題，例如食品安全、就業、房地產價

格、醫療、教育、土地和財產權益等也成為大

家最關心的熱門話題。因此，中文國際廣播媒

體要想在中國大陸受眾中產生共鳴和支持，就

應集中更多的資源特別關注和報道這些社會民

生問題，同時也把其他國家面對的情況和相關

的做法借此機會介紹給中國大陸受眾，這樣會

使中文國際廣播媒體提供的信息在中國老百姓

當中有更大的價值和影響，從而擴大受眾群。

至於在中國政治民主發展方面，中文國際

廣播媒體也應該利用本身的優勢，為大家提供

一個真正自由溝通交流的平臺，讓受眾就中國

未來的政治民主發展暢所欲言、發表不同的意

見。同時應發揮啟蒙教育的作用，通過各種方

式向受眾介紹世界上不同的民主發展模式，其

中包括西方的民主模式，供大家借鑒參考，目

的是啟發受眾自行判斷和尋找中國未來政治民

主發展的方向和模式。

此外，中國在國際政治和經濟舞臺上正扮

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因此報道中國已經不

應只局限於中國國內的發展，中國在國際社會

的崛起以及世界各國對此的反應也是中國大陸

受眾關注的焦點，而這正好又是中文國際廣播

媒體的優勢所在，故此也應該在這方面多做點

文章。BBC中文網去年就重點推出了《世界看

中國》系列報道，派出記者實地走訪了五大洲

12個國家，採訪報道中國在當地的發展和影

響，以及當地人對此的感受，得到受眾的一致

好評。

中文國際廣播媒體長期以來面對的其中一

個最大困難，就是不能在中國內地派駐常駐記

者，而且也很難派出記者到中國大陸進行實地

採訪，因此在有關中國的新聞報道上往往缺乏

第一手資料，往往需要依賴外國通訊社或本身

機構外語記者的第二手信息。而這些外語記者

又因為語言障礙以及對中國情況瞭解不足，在

中國報道上往往欠缺深度，甚至還容易出現一

些簡單錯誤，從而影響了海外媒體在中國大陸

受眾中的聲譽和權威性。

不過，相信社交媒體在中國的日益普及，

將在極大程度上打破有關的限制。雖然Twitter

和Facebook等全球性的社交網站在中國也受到

屏蔽，但微博 (Microblog) 已經成為中國越來

越重要的信息平臺。據最新的統計數字，中國

微博用戶已經超過2億人，佔網民總人數4.5億

人的44% 以上。而中國社科院的一項研究也

顯示，70%的微博用戶都是把微博作為重要信

息來源，而且60%的用戶認為微博信息是可信

的。此外，和傳統媒體以及網絡媒體相比，微

博的信息空間相對還比較寬鬆，而且信息來得

更快。《環球時報》最近一項網上調查顯示，

71%的用戶說通過使用微博增加了對政治的興

趣，而且接近60%的用戶更願意在微博上表達

政治觀點。事實上，BBC中文網在過去幾個月

來多次通過中國的社交媒體網站非常迅速地獲

取了新聞信息，再經過一些其他來源的核實，

得以第一時間發表突發新聞以及越洋進行第一

手的新聞調查報道。這些在以往沒有社交媒體

出現的情況下是難以想像的。

此外，中國社交媒體的發展也帶來另一個

好處，就是把海外媒體人與中國大陸的距離拉

近了，更容易從遙遠的海外近距離瞭解中國大

陸受眾關心的熱門話題以及看法。例如近來的

錢運會案、藥家鑫案、撫州爆炸案甚至多位公

民以獨立身份競選人大代表等，都突出反映了

社交媒體強大的威力。以我所知，中國的許多

傳統媒體現在也是依賴微博等社交媒體尋找新

聞素材和熱門話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文

國際廣播媒體如果能善用社交媒體的話，也就

意味著和中國國內媒體在許多新聞的採集上不

再處於劣勢，而是處於同一個起跑線上了。因

此，我建議所有國際廣播媒體的新聞從業人員

都應該儘快都在中國社交媒體網站上註冊個人

帳戶，讓中國兩億多的社交媒體用戶都成為你

的線人或義務通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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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內容合作進入中國市場

　共享資源開拓其他收入來源

毫無疑問，由於中文國際廣播媒體長時期

無法正常進入中國市場，而與此同時中國本身

的媒體則發展迅速，在此消彼長情況下，中文

國際廣播媒體在中國媒體市場上已經面臨被邊

緣化的危險，特別是在年輕受眾當中已經失去

了以往的那種影響力。因此，如何在競爭日益

激烈的中國媒體生態環境裏提高本身的市場競

爭能力，爭取到受眾的關注，始終是中文國際

廣播媒體最終生存的關鍵所在。

在目前的環境下，其中一個最有效的做

法就是和中國主要媒體進行廣泛深入的內容

合作。BBC從2004年開始建立中國業務發展

部，由專人全職負責開拓中國媒體市場，與中

國媒體機構建立內容合作關係。經過數年來的

努力，BBC在中國的長期媒體合作夥伴已經有

二十多家。我們的經驗體會是，內容合作必須

要找好合作點，並確保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建

立合作，才能確保合作延續下去。其實近年來

中國媒體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也越來越重

視國際重大事件的報道，這也更有利於中文國

際媒體與中國媒體展開內容合作。

此外，與中國媒體在博客和微博平臺上的

合作也是推廣宣傳中文國際廣播媒體的一個捷

徑。據我所觀察，許多外國媒體機構，包括日

本《朝日新聞》、英國《經濟學人》、FT中文

網、路透中文網，美國的《華爾街日報》中文

網、福布斯中文網等都有了官方微博，而且有

不少粉絲，宣傳效果非常好。

當然這種內容合作難免會受到中國政治環

境變化的影響，而且內容合作的範圍也有很大

的局限性，往往還會遇到各種各樣的阻力，但

只有這樣做，才能使中國大陸的受眾，特別是

年青人，有機會實際接觸到中文國際廣播媒體

的內容，使他們對中文國際廣播媒體有感官認

識而不是只是抽象的概念而已。

我個人認為，中文國際廣播媒體一直以來

都非常重視內容的製作，但似乎對推廣宣傳內

容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在這方面的資源投資也

相對匱乏。現在中國媒體市場競爭非常激烈，

因此實在有必要加大在推廣內容方面的投資，

否則難以和中國媒體競爭。

近幾個月來，多家中文國際廣播電臺包括

BBC、美國之音、德國之聲、加廣等都先後宣

佈有意減少或停播中文短波廣播，而且其中部

分還同時大幅度削減財政預算。一時間大家對

前景都感到比較悲觀。

終止短波廣播固然是一件讓人傷感和遺憾

的決定，但壞事往往也會變成好事。因為中文

短波廣播所花費的財政資源非常龐大，但得到

的回報卻很小，而且將來只會更小。相反，從

長遠來說，網絡、手機、社交媒體及其他新興

媒體才更有可能為我們帶來更大回報，才應該

是我們未來發展的方向和重點。因此，放棄了

短波，從積極的意義來看，會促使我們更集中

資源和精力發展新的媒體平臺。

中文國際廣播電臺在財政上普遍都是以來

公共撥款，一旦政府削減預算，就立即陷入財

政困境。因此有必要另拓財源，包括考慮非商

業贊助或捐助甚至商業收入，而在這方面，新

媒體的商業市場潛力很大。不過，要進入商業

領域，首先需要說服有關方面取消現有政策以

及法律上的限制，所以估計短時期內不大可能

出現大的突破。

由於各個中文國際廣播電臺都在不同程度

上面對著沉重的財政壓力，因此我也建議中文

國際廣播業的同行們共同探討以某種形式建立

某種合作聯盟的可行性。並通過這個合作平臺

以無償交換的方式進行一些資源共享的合作，

特別是內容資源的共享等。此外，也可以考慮

就一些重大新聞事件進行聯合製作或相互提供

支持等。合作聯盟也可以每年舉行一次圓桌會

議，就一些共同關心的議題進行交流討論。

總而言之，隨著世界越來越全球化，以及

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日益增強，我相信中文國際

廣播的作用也越來也重要。

	李文
BBC中文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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