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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风景独好——早高峰时段广播收听市场浅析 

                                                  
 
在网络、手机等新媒体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相互借鉴、融合的多媒体时代，

广播作为以声音为主的传统媒体代表，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较大冲击，整体表现出颓势。但不

可否认的是绝大多数城市早间 6:00-9:00 的早高峰时段却是黑暗境地中的一缕光明，也是各

频率争夺最激烈的时段。那么早高峰时段广播收听市场到底如何？本文主要基于 CSM 媒介

研究 2014 年 35 个城市前两波次的收听调查数据，对早高峰时段广播收听市场进行梳理，以

解析早高峰时段广播收听市场的特征。如无特别说明，本文引用数据均为早间 6:00- 9:00 时

段的数据。 

 

一、早高峰时段广播市场的基本收听特点 

1、家中和车上是主要收听场所，近年来车上收听时长先升后稳，在家收听持续下滑 

数据显示，2014 年前两波调查早高峰时段人均日收听时长为 20 分钟，较 2013 年减少

了 1 分钟，较 2012 年减少了 2 分钟，较 2011 年和 2010 年均减少了 3 分钟（表 1）。人均收

听量的降低，主要源于在家收听量的减少。人均家中收听时长呈现逐年递减的态势，从 2010
年的 18 分钟减少至 2011 年的 17 分钟，到 2012 年的 15 分钟，直至 2014 年的 13 分钟，反

观车上人均收听时长，2010-2012 年呈逐年递增趋势，2012 -2014 年则保持稳定，维持在 6
分钟的水平。家中收听时长则出现持续下滑，导致整体收听水平的节节下滑。这不仅是早间

高峰时段的收听发展状况，同时也是整个广播市场的发展态势。 
 

表 1 历年不同场所人均收听分钟数（06:00-09:00）
1
 

收听场所 2010 年 1-2 波 2011 年 1-2 波 2012 年 1-2 波 2013 年 1-2 波 2014 年 1-2 波 

在家 18 17 15 14 13 

车上 4 5 6 6 6 

工作/学习场所 1 1 1 1 1 

其他场所 0 0 0 0 1 

所有 23 23 22 21 20 
数据来源：CSM 媒介研究 

 
观察早高峰时段不同收听场所收听量与总体收听量的比值发现，五年来，在家收听比重

从 2010 年的 77.0%降低到 2014 年的 65.1%，车上收听比重则从 2010 年的 17.8%增加到 2014
年的 28.9%。广播听众的收听地点模式已经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尽管在家收听的比重较高，

但已经明显走低，而车上收听比重则出现了明显增长（图 1）。 
 

图 1 历年不同场所收听比重比较（06:00-09:00） 

                                                             
1 考虑到数据的可比性，文中涉及到历年对比的数据使用的城市组合为 2010-2014 年前两波调查能打通的

31 城市组合。涉及到 2014 年数据为当年 35 城市组合。其他有特殊数据来源之处均有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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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SM 媒介研究 

2、早晨 07:00-07:45 时段车上收听率上升明显 

2014年前两波调查早高峰时段所有场所收听表现较优，收听率最高峰值一度超过14%。

相比于 2013 年同时段数据，在家整个早高峰时段收听率均有下滑，06:45-07:00 降低最为明

显。车上收听率则在 07:00-08:00 时段有提升，以 07:00-07:15 最为明显，其余时段则均有不

同程度下降，08:00-09:00 时段下降幅度较为明显，但较之在家则相对缓和。车上已经成为

市场价值日益重要的广播收听市场（图 2）。 
 

图 2 2014 年前两波调查早高峰时段总体收听率分时段走势及主要场所收听率同比增加值

（06:00-09:00） 

 

数据来源：CSM 媒介研究 

3、早高峰时段主体受众群较为稳定，非“主流”人群车上收听率有所提升 

与 2013 年同期类似，男性、25 岁及以上、初中及以上学历和个人月收入在 150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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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上 17.8 21.7 25.3 28.0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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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人群是 2014 年前两波调查早高峰时段占比较高的群体，男性、45 岁及以上、初中和大

学及以上学历、个人月收入在 501 元及以上人群在早高峰时段对广播的喜好度更高。相比

2013 年同期，男性、15-34 岁和 55-64 岁、大学及以上学历和个人月收入在 2501 元及以上

的人群构成比例有所增长。总体而言，早高峰时段主体受众群没有太大变化，较为稳定（图

3）。 

图 3 2013 年、2014 年早高峰时段听众构成和集中度对比（06:00-09:00） 

 
数据来源：CSM 媒介研究 

 
对比 2013 年和 2014 年两年同时段各目标人群收听数据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目标听众

在各场所的收听率均有所降低，10-14 岁、55-64 岁、小学及以下学历、个人月收入在 500
元及以下和 1001-1500 元这些原本在车上的非“主流”人群在车上的收听率都有所提升，个

人月收入在 501-1000 元和 2001-5000 元的人群在家的收听率也有不同程度提升（图 4）。 
 

图 4 2014 年早高峰时段主要目标听众在不同收听场所收听率较 2013 年增加值

（06:0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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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SM 媒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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