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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媒体浪潮的推动下，传统广播电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本文深入分析在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前沿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电台智慧化建设的可行性。通过探讨智慧电台项目的目标设定、

详细规划及预期成效，为智慧化广播平台打造与发展注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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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ven by the wave of new media, traditional broadcasting is currently at a critical juncture, en-
countering both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otential 
for integrating intelligent strategies into the operations of traditional broadcast stations, particu-
larly in light of rapid advancements in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ig data analytics.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f the goal-setting process, meticulous 
planning stages, and anticipated outcomes of the smart broadcasting initiative, our aim is to inf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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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sh momentum in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subsequent growth of the smart broadcasting plat-
form, ultimately propelling it to new he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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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状背景 

1.1. 传统电台的发展瓶颈 

随着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传统电台面临着收听场景的改变和受众群体的萎缩，市场份额和社会影响

力逐渐下降。同时，传统电台在内容可视化方面的局限以及技术创新方面的短板，在互联网竞争中显得

力不从心，难以吸引和满足年轻用户的需求。传统电台的听众主要集中在特定时段和群体，如上下班高

峰的私家车主，而在非高峰时段，听众定位模糊，用户粘性减弱[1]。另外，在数字媒体时代，年轻人更

偏爱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形式，传统电台难以触及这部分新增用户，主要依赖中老年听众。然而，随

着老年人逐渐适应互联网音频软件，此类群体也开始向新媒体端迁移。 
尽管有些电台尝试通过音效来丰富内容，但内容呈现上仅限于音频，缺乏视觉元素，限制了表现力

和吸引力，难以与互联网平台相媲美。同时，没有大数据支持，传统电台无法进行个性化定制和生成用

户报告，导致节目内容难以满足多样化需求。整体而言，传统电台的内容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难以与互联

网平台抗衡。 

1.2. 智慧化电台建设的必要性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智慧化电台建设的必要性愈发凸显。随着用户对信息获取便捷性和即时性需

求的提升，智慧化电台能够更贴近互联网使用习惯，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收听体验。通过应用智慧化技

术，电台可根据用户偏好和时间安排推送定制节目，从而克服广播在时空上的限制。此外，高质量的音

频效果也能进一步提升用户收听体验。 
智慧化电台还能优化运营效率，降低人力物力成本。利用 AI 技术实现节目自动化生成与播放，可释

放主持人资源，并高效管理节目库，降低制作成本，丰富节目内容。同时，智慧化电台能主动融入互联

网平台，如社交媒体和音频 APP，实现多渠道内容分发，扩大听众基础，提升节目曝光度和影响力。 
在互动方面，智慧化建设通过在线投票、评论等方式增强听众与电台的互动，提升听众参与感和忠

诚度，并为电台提供用户反馈。此外，智慧化电台还能收集并分析用户收听数据，形成专业用户数据报

告，以指导节目策划与制作，实现更精准的个性化服务，从而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1.3. 政策对智慧电台发展的扶持 

2020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指出要

以先进技术引领驱动融合发展，用好 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革命

成果，加强新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前瞻性研究和应用。人工智能与 5G 共同推动媒介基础设施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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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给媒体行业带来传输手段的丰富和传输效率的提升，也改变着内容生产和传播形态，促成媒体与

用户间由单向传播拓展为互动式、体验式传播。此外，当传统媒体有 AI 计算机视觉和自然语言处理功能

以及 5G 技术的通信速率与场景加持时，媒体内容的分发将趋于个性化和精准化，可通过大数据明确用

户画像并指导内容生产，推动精确传播、精准营销成为媒体内容运营的常态。 

2. 智慧化电台建设现状与应用场景 

智慧化建设是当今行业发展的重要趋势，目前国内外众多电台已开始积极探索和实施智慧化改造，

以提升用户体验、降低运营成本、拓宽传播渠道、增强互动性和利用数据驱动决策。 

2.1. 国内外智慧电台现状分析 

近年来，国内广播电视台在智慧电台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以湖南台、上海台等机构推出智能节目

编排系统，充分利用 5G 传输技术和 AI 技术，实现了智能化的节目制作与播出，而广东台则推出“粤广

云”智慧媒资管理系统。 
湖南广播电视台在 2021 年推出 5G 智慧电台，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人工智能广播节目编排系

统[2]。利用 5G 传输技术和 AI 技术，通过智能抓取、智能播报、智能编排，可一键式自动化生成新闻、

资讯、天气、路况、音乐串接等播出内容，是一套无需主持人即可完成播音，无人值守即可自动完成 24
小时节目编排，达到省级电台播出水准的人工智能广播系统。 

上海广播电视台在 2024 年两会期间展示了“智媒魔方”功能[3]，搭载生成式人工智能媒体融合集成

应用工具，首期“智能创作中心”融合了多样化的 AIGC 技术，包括多模态素材识别、智能横屏转竖屏、

智能生成稿件摘要、全语种智能翻译以及视频智能剪辑拆条等功能。这一创新性的工具正在为新闻制作

与播出提供前所未有的智能化服务，极大地提升了新闻生产的效率与质量，展现了人工智能在媒体融合

领域的广阔应用前景。 
广东广播电视台全媒体于 2024 年发布智慧媒资管理系统“粤广云”，打造了播前后台信息互动、数

据采集、监测、编辑、统计、发布、大数据智能分析等功能集于一体的一个共享平台[4]。通过大语言模

型、多模态技术和搜索增强技术，极大地提升了媒资管理的能力。 
国际传媒领域，亦已有电台借助 AI 技术自动化产出新闻、资讯等丰富内容，此举不仅显著降低了人

力资源的投入成本，还有效提升了信息的时效性和内容的差异性。同时，这些电台还巧妙地运用大数据

分析，精确洞悉客户需求，进而为听众提供更加贴心的个性化服务。 
2023 年，Elevenlabs 公司作为全球首个 AI 流媒体频道，凭借先进的生成 AI 技术，能够复制他人的

声音或创造出全新的合成声音，从而将文字转化为生动的语音片段。目前，该公司的语音技术已广泛应

用于无障碍市场、有声书籍的创作以及游戏 NPC 角色的配音。ElevenLabs 旗下的 AI 生成语音平台于 2023
年 1 月上线以来，全球已有超过 100 万用户使用过 ElevenLabs 的服务，并且已经生成了总长度超过 10
年的语音内容。 

2.2. 智慧技术赋能电台内容生产 

基于上述国内外媒体技术发展的热门趋势，本节将探讨文本到语音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人工智

能生成内容以及物联网技术等前沿科技如何应用于智慧电台建设中。 
文本到语音(Text to Speech)技术可把文字智能地转化为自然语音流。在其特有智能语音控制器作用

下，文本输出的语音音律流畅，使得听者在听取信息时感觉自然，毫无机器语音输出的冷漠与生涩感。

目前，这项技术已相对成熟，可以快速将文本内容转化为配音员风格的有声读物或歌手风格的人声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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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显著提高数字音频内容生产效率[5]。 
大数据分析技术(Big Data Analysis Technology)在智慧电台的构建过程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系统地收集和深度分析庞大的听众数据，从而准确把握听众的偏好和行为模式。基于这些详尽的数

据分析结果，智慧电台能够准确地描绘出目标听众群体的特征画像，并依据互联网音频的发展趋向，设

计出更符合听众期待的节目架构，不仅加强了电台与听众之间的互动，也有效提升了听众的忠诚度和电

台的品牌效应。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ive Content)，作为一种基于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

的技术，能够自动产生文本、图像，对智慧电台内容产生了助推作用。通过 AIGC，电台节目内容可以自

动化生成，大大降低了人力成本，同时提高了效率。虚拟主播的引入，让节目形式更加多样，且不受时

间、地点限制，实现了 24 小时不间断的播出服务[6]。2019 年，虚拟人物“小撒”和撒贝宁一起参加了

央视的春晚，湖南卫视的虚拟主播“小漾”和他的粉丝们一起参加了《你好星期六》的录制。 
物联网技术(Internet of Things)，是指通过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将任何物体与网络相连接，

物体通过信息传播媒介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管等功能。物联网技

术的应用使智慧电台在设备管理、平台互通和地域拓展等方面实现了显著提升，为电台的现代化、智能

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7]。通过物联网技术，电台可以实现智能化的设备管理和远程控制，确保播出设

备的稳定运行，降低故障率，提高播出质量。同时，物联网还能打通电台平台与各类小程序之间的连接，

为听众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如在线收听、节目互动等。此外，物联网技术打破了地域限制，让电台节

目能够覆盖更广泛的区域。 
以上技术的综合应用，将为智慧电台的内容生产带来巨大变革。这些技术不仅提高了电台内容的生

产效率和质量，还增强了电台与听众的互动，拓宽了传播渠道，为电台行业的创新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

力。 

3. 智慧电台建设目标及具体规划 

3.1. 明确智慧电台的搭建目标 

智慧电台项目的搭建，首要目标是技术优化，将从硬件、软件和人工配备三个层面进行全面升级和

改进，确保安全播出， 
首先，在硬件层面，需要电台现有播出设备进行全面的升级，引进更先进、更稳定的硬件设备，以

提高播出的清晰度和稳定性。同时，还将增强设备的冗余设计，确保在设备出现故障时，能够迅速切换

到备用设备，从而保障播出的连续性。 
其次，在软件层面，需要打通播出系统与采编系统，对现有播出软件进行深度的优化。通过引入最

新的编解码技术和流媒体传输技术，提升软件的稳定性和播出效率。过往，从传统采编对传统的广播新

闻节目生产流程较为复杂。运用智慧软件，即可智能抓取新华社、学习强国、《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

的实时新闻资源，合成地域性的新闻内容，还可以根据新闻节目定位设定资讯检索范围，所选内容经编

辑把关审核，由声音板块的主持人音源或 AI 主播化身完成配音。 
最后，还将加强软件的安全防护功能，防止恶意攻击和数据泄露，确保播出的信息安全。此外，在

人工配备层面，仍需加强当班值机人员的配备和培训。值机人员是保障电台安全播出的最后一道防线，

他们的专业素养和应急。 

3.2. 分阶段推进智慧化进程 

初步智慧化：在保留原有早晚高峰王牌节目和特色节目的基础上，逐步融入 AI 元素。例如，在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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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头小环节中，可以引入 AI 生成的个性化推荐、智能语音交互等功能，为听众提供更加便捷、个性化的

服务。同时，也为人工主播向 AI 主播的平顺过渡奠定基础。 
AI 改版过渡方案：工作日非早晚高峰时段的节目，根据原节目主持人提交的 AI 改版过渡方案，进

行改版制作。具体而言，可以制作主持人的 AI 声音化身，用虚拟声音来代替主持人进行节目播报。在这

一过程中，主持人仍然作为节目的把关人，负责确保节目质量与安全播出。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减轻主持

人的工作负担，还能保持节目的连贯性和质量。 
试行智慧编单系统：利用大数据和听众反馈来制作具有独特风格的歌单。如目前，湖南 5G 智慧电

台可以直接由 AI 主播联结库内音乐资源，并进行自然化的串词衔接，形成《在晴朗的一天出发》《劲歌

金曲》《老友万岁》《闪亮的日子》《星星堆满天》等代表性栏目，尽可能分担人力的劳动。此外，系

统还将加强与新锐互联网音频平台的合作，通过 AI 技术抓取生成互联网歌单榜，并合成专辑，不仅可以

丰富节目内容，还能提高节目的时效性和互动性。 

3.3. 构建高效的智慧管理后台 

在构建智慧电台的过程中，智慧化管理系统是核心组成部分，包括数据舱与智慧预警监控、权限日

志管理、智能媒资管理平台，通过集成先进的技术手段，实现电台运营的高效化、智能化。 
电台数据舱作为智慧电台的“大脑”，可实时收集、整合并分析电台运营的各类数据，包括听众数

据、节目收听率、互动情况等。这些数据通过可视化的界面展示出来，为电台运营提供直观、全面的运

营状况概览。同时，智慧预警监控系统则能够实时监控电台的各项运营指标，一旦发现播出异常情况，

如设备故障、收听率骤降、评论区敏感词等，系统会立即发出预警，并快速判断异常位置。快速故障定

位设计是一种基于当前成熟技术的改良方法[8]，它具有低成本、高效率、易实施的特点，并能够持续进

行迭代优化。 
权限日志管理，指的是通过详细的编审人员权限设置和用户日志记录，确保只有经过授权的人员才

能访问敏感数据和关键操作。同时，日志管理功能可以记录下每一个用户的操作历史，包括登录、数据

访问、修改设置等行为，从而确保电台运营的安全性和可追溯性。 
智能媒资管理平台能帮助内容生产人员更加高效地管理和利用海量的媒体内容，无论是音频、视频

还是图文资料，都能通过智能搜索和分类功能快速定位。此外，平台还能挖掘历史归档内容中的价值，

为电台的节目制作和播出提供丰富的素材和灵感。 

3.4. 建设多元应用的前端系统 

多元化前端系统在智慧电台运营中十分重要，通过提供的高品质交互体验，显著增强了电台与听众

之间的实质交流，用户的参与积极性也大幅提高，对提升品牌价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键分发与智能 AI 交互。电台的节目和内容能智能切条，一键分发至多个平台，如社交媒体、播客

应用等，从而扩大电台的受众范围。同时，智能 AI 交互功能为听众提供了更加便捷和个性化的收听体验。

通过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听众通过小程序语音指令来操控电台的播放、搜索等功能，实现与

电台的智能交互，实现个性化电台收听。 
互动小工具如投票、问答、评论、语音连线等能够增强电台与听众的实时互动，提升听众的参与感

和忠诚度。同时，广告生成优化功能则通过大数据分析来精准定位目标受众，为广告主提供更加有效的

广告投放策略。这不仅提升了电台的商业价值，也为听众提供了更加贴近其兴趣和需求的广告内容。 
电台的多元化营收模式和增值服务探索也是一大重点。电台智慧官方商城提供了一个展示和销售台

内自有或合作品牌商品的渠道，从而增加了营收可能。此外，通过提供其他增值服务如会员订阅、专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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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等，有利于增强与听众的黏性，为电台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4. 打造智慧电台预期效果 

智慧电台通过智能算法提供精准内容推荐，增加互动元素，实现线上线下无缝衔接，从而极大提升

了用户体验。同时，它利用智能化管理系统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4.1. 提升用户体验 

运用智能算法将为每位用户提供高度精准的内容推荐，充分满足个性化的兴趣和需求。此外，技术

将支持引入如实时投票、评论问答等丰富的互动元素，用户深入地参与到节目的制作与传播过程中。这

种互动性不仅增强了用户的参与感和归属感，同时也为电台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反馈渠道，有助于电台持

续优化节目内容。 

4.2. 降低运营成本 

智能化管理系统可实现节目制作、播出及监控等多个关键环节的自动化处理。这一举措显著减少了

对人力资源的过度依赖。同时，借助智能化的数据分析技术，能够更为精准地评估资源需求，实现资源

的合理分配与利用，降低成本并提高运营效率。 

4.3. 增强市场竞争力 

通过与其他平台的战略合作，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共享，进而达到互利共赢的局面。同时，积极

利用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宣传渠道，有效提升传统广播电台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在此基础上，结

合大数据技术的深入分析，精准把握市场动态与受众需求，从而开发出更符合市场趋势的节目形式和内

容。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与电商、线下活动等相关产业的融合路径，以期实现业务的多元化发展，并

为广播创造新的盈利增长点。 

4.4. 提高社会影响力 

智慧电台与民生社会服务的紧密结合，能够有效且迅速地传播政府最新政策与各类公共服务信息，

确保广大民众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到相关动态。借助先进的大数据技术，智慧电台能够实时收集并分析民

众对于社会服务与政策的反馈，为政府部门提供宝贵的参考数据，助力其不断优化和调整服务策略。通

过持续不断地提供高质量的内容与服务，智慧电台正逐步增强着用户对其的信任与忠诚，夯实了自身的

社会影响力与品牌价值。 

5. 研究局限与未来发展 

尽管智慧电台为广播行业带来了显著的变革与进步，但仍应清晰地认识到现阶段存在的局限以及将

来面临的挑战。以下从技术瓶颈、财政压力、政策扶持以及安全保障等多个维度，剖析智慧电台当前所

面临的局限性，并基于这些分析，对未来电台智慧化发展趋势进行前瞻性的探讨。 

5.1. 技术层面的挑战与突破 

当前，AI 和大数据技术虽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诸多技术难题。例如，AIGC
生成的内容在某些情况下可能缺乏真实性和深度，导致信息失真或误解。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未来需要

持续投入研发，优化算法，提高 AIGC 内容的真实性和质量。此外，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还应积极探

索和引入更先进的技术，如超算及量子计算等，以进一步提升智慧电台的技术水平和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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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财政压力下的运营策略 

智慧电台的建设和运营虽然能降低运营成本，但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包括技术研发、设备采

购、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费用。对于许多电台而言，财政压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为缓解这一压力，

电台可以积极寻求政府补贴、社会投资等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同时，通过提高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以及开展多元化的运营模式，如广告合作、内容付费等来增加收入，确保智慧电台的可持续发展。 

5.3. 政策环境对发展的影响 

政策环境对智慧电台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场景的拓展，相关政策法规

也需要不断更新和完善。政府应加强对智慧电台的监管和引导，制定合理的政策法规，促进其健康有序

发展。同时，电台也应密切关注政策动态，及时调整发展策略，确保合规运营。 

5.4. 安全保障机制的完善 

在智慧电台的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安全保障是至关重要的。随着电台数据的不断增多和系统的日益

复杂，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问题也日益凸显。为了确保智慧电台的安全稳定运行，需要加强安全防护

措施，如建立完善的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定期进行安全漏洞扫描和修复、加强对员工的安全培训等。同

时，对于 AIGC 生成的内容，也需要建立严格的审核机制，确保其真实性和合规性，规避伦理和法律问

题。 

6. 结语 

随着科技的不断演进，智慧电台的未来发展必将走向多元化、融合化和智能化。为实现这一目标，

智慧电台可加强与高校大数据实验工作室合作，通过校媒合作，整合媒体平台数据资源，推动智慧电台

逐步实现“融合生产”“智慧抓取”“创新创作”的升级转型，提供更为精准、个性化的服务，为智慧

电台的业务拓展提供持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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