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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传统纸媒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之一是如何创新内容形式以适应现代读者的需

求。本文以南方都市报为样本，探讨国内报纸数字音频化生态图景，探索数字音频媒介市场的发展规律，

从数字意识、内容故事、声音景观、场景适配出发，揭示报业数字音频化的实践进程和传统报业数字音

频化的特点。研究发现，主流报纸借助数字音频依托其传统内容生产优势兴起，也受传统报业带来的生

产模式的桎梏，在新的数字媒介市场下形成与传统广播不同的数字化音频产品，但面对新的媒介形态和

市场，传统纸媒的数字音频化实践丢失了传统内容深度和故事感，内容广度和深度降低，缺乏声音传播

需求的场景感。本研究试图以南方都市报为例，试图勾勒出报业数字音频化实践路径，为传统报业的深

度数字音频化实践提供有益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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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age, traditional paper media face many challenges, one of which is 
how to innovate content formats to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readers. This paper uses the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as a sample to explore the underlying drivers of digital audioization of domestic 
newspapers,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laws of the digital audio media market, and reveal the prac-
tical process of digital audioization in the newspaper industr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digital audioization, starting from digital awareness, content story, soundscape, and scene adapta-
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mainstream newspapers are able to leverage their traditional content 
production advantages with the help of digital audio. However, they are also constrained by the tra-
ditional mode of production. This results in the formation of digital audio products that differ from 
traditional broadcasting in the new digital media market. Despite these differences, the digital au-
dioization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print media tends to lose the traditional depth of content and sto-
rytelling sense when faced with new media forms and markets, the content breadth and depth are 
reduced, and the scene sense of the sound transmission needs is lacking. Using the Southern Me-
tropolis Daily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outline the path of digital audio practice in the 
newspaper industry and provides a useful perspective on deep digital audio practices in the tradi-
tional newspape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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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报业的数字化变革与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紧密相连。自 1994 年我国接入国际互联网，报业

便开始建设官方网站，实现与互联网的“触网”过程。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报业更加聚焦于移

动端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整体布局，至今已走过 30 年的发展历程。在此期间，媒体融合发展受到了高度重

视。2013 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中央首次提出了媒体融合发展的概念。十余年来，作为国家战略

的媒体融合已深刻融入到媒体的数字化转型实践中。报业作为主流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遵循国家

政策导向，以变革促进增长，以融合推动发展，不断推进数字化的媒体融合实践，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与 2022 年相比，2023 年报业经营收入构成发生了明显变化，广告收入占比从 38.5%降至 35.6%，发行收

入占比减少了 5.1 个百分点，而新媒体和多元化经营收入占比则大幅上升，从 37.5%增至 45.6%，这显示

出中国报业数字化转型的初步成果。 
传统专业报刊音频化也可以看做传统报纸网络化的一次融合尝试，在音频伴随性、和报纸内容供给

力两种核心竞争力的融合下，音频新闻或许是传统纸媒重新扩大发声的一次机会。在国外，数字音频通

过细节叙事、逻辑情节、时间编排、多重声音呈现来实现音频和深度报道的结合，纽约时报创办的数字

音频产品 The Daily 仅仅两年半，就突破 10 亿的下载量。在国内，数字音频增长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在

线音频行业增速始终保持在 55%以上，南方都市报《南都快讯》音频节目在喜马拉雅上线不到一年，收

听量就达 17.2 亿。近五年的时间里，四川都市报、河北日报业、人民日报评论等传统媒体先后涉足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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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传统纸媒是否可以借助数字音频进一步实现媒体的深度融合，迈向良性的转型升级之路，这是一

个值得观察和思考的问题。 

2. 声音的复兴：音频媒介的崛起 

2.1. 视觉冲击下的听觉救赎：重估声音的重要性 

视觉和听觉是人类两种主要的认知感官，人们通过这两种感官来认知和理解世界。口耳相传是一种

以听觉为主导的传播模式，也是早期社会的主要传播方式。随着文字和印刷术的推广，以及识读能力的

普及，人们逐渐步入一个以视觉为主要传播模式的快速发展社会。随着数字技术的出现和社交媒体即时

语音、视讯功能的不断完善，声音逻辑开始被嵌入到各类电子产品的虚拟体验之中[1]这使得声音在数字

时代成为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与视觉信息相辅相成，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世界的感知和理解，听觉感

官借助硬件终端技术融入数字传播的洪流中，创造了一个“声视和弦”的社会空间。随着城市化发展使

我们面临的视觉对象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丰富复杂，现代文化的视觉对象在冲击、逼真、联想方面已经

走得很远了，我们无时无刻不处在形形色色过剩的视觉刺激中，特别是在带有商品性质的视觉符号生产

中，内容的雷同化和过量消费已经让之许多人感到神经膺足[2]。此外，人眼是有视觉焦点的，我们只能

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下，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点上，视觉内容常常利用这一点，不断帮助观众完成视觉

焦点筛选，视觉焦点的连续性让视觉内容保持长时间的吸引力和刺激。因此，在有限制和排他性的视觉

内容接收中，人们也在寻求一种解放双眼的非限制被动信息接收渠道。数字音频接收信息或是长期处于

同质化、商业化的视觉符号暴力中人们的自我救赎。 

2.2. 速度生活与知识荒漠：并行生存的挑战 

技术演进推动社会加速发展，生产时间的弹性化也让人们失去时间规划的指导和标准，平衡生活和

娱乐、合理规划时间成为现代评价一个人的标准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不断地规划自己的工作和

休闲时间，期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做更多事情，得到自我提升的同时，获得更多的休闲[3]。但是，日新月

异的高科技所许诺的美好生活似乎并没有如期而至，相反地，面对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知识信息的大

面积传播，个体常常被社会的快节奏裹挟着，催生出“时代抛弃你的时候连一声招呼都不打”的焦虑。

一方面，当人们求知欲提升，媒介信息难以匹配时，就会产生知识匮乏的焦虑[4]。个体面对信息社会海

量信息常常是被动的接收者，无法匹配自己的信息需求和信息接收，从而导致信息匮乏感，而这种信息

匮乏会加剧个体对信息盲目索取，增加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从而陷入知识匮乏焦虑的恶循环。另一方

面，在时间限制之下，个体会选择在有限的时间内同时做多件事情，数字音频的伴随性和灵活性则为这

一需求提供了契机。人们常常在通勤的路上、做家务的同时、或是在休憩中通过收听节目来获取知识和

休闲。对于时间有限而知识匮乏感强的年轻群体来说，收听数字音频是兼具趣味性、知识性的好选择，

在缓解知识匮乏焦虑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时间。 

2.3. 移动时代的声音陪伴：和谐共存的艺术 

声音因其强烈的伴随性和到达率得以存在[5]，同时智能化移动化的音频设备满足了不同的场景需求，

这使得数字音频在今天复杂的媒介生态中占有一席之地[6]。互联网技术和自身移动终端的发展使声音参

与到社会“生态”的机会越来越多，移动音频借助声音介质传播内容，对文化社会、日常生活及商业传

播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而形成独特的声音景观[7]，特别是在技术加持和疫情的相互作用之下，

声音作为主流传播媒介的价值得到重塑，人们对用耳朵这一较为感性的信息接收方式逐渐重视起来，“听”

成为一种流行的信息接受方式。无论是语音通话、视频聊天、畅玩游戏、亦或是享受音乐、远程办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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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通过各类音频娱乐社交、学习提升、或是仅仅寻求耳畔有声音流过的他者的陪伴，我们越来越依赖音

频带来的便利性。在占用身体和双手的情况下，音频可以作为与现实物理空间相平行的虚拟空间同时存

在，在传播不饱和的状态下数字音频可以叠加，接收信息和双手运动可以同时进行实现人们的并发性生

存[8]，声音作为主流传播媒介的价值得到重塑，听觉文化正在回归。 

3. 新闻业的数字音频转型：实践与探索的生态 

目前中国的在线数字音频市场正在高速扩张，在线音频市场规模从 2016 年的 16 亿增长至 2021 年的

206 亿，在线音频行业增长率始终保持在 55%以上。在数字时代的多媒体融合环境下，音频新闻在“满血

复活”之后或许会成为报业的转型利器[9]。传统纸媒的音频化发展其实遵循了媒体融合发展的逻辑，报

业的音频化是纸媒和广播两种媒介形态核心竞争力的融合发展[10]。近年，有声平台契合移动媒体传播场

景迅速抢占风口，众多机构媒体试水音频蓝海，如南方都市报、人民日报、上海报业，齐鲁晚报、辽宁晚

报、成都商报、湖北楚天都市报、深圳晚报、湖北日报等纷纷布局做大“声”势。其中以人民日报、南方

都市报为首的传统报纸不仅打造了属于自己的视听 APP，积极进行平台建设，同时又借助商业平台链接

听众的能力积极布局传媒矩阵。许多传统纸媒纷纷进驻头部音频平台如喜马拉雅、荔枝 FM、蜻蜓 FM、

企鹅 FM 等综合性音频平台。借助平台优势增强纸媒自身的“声音”是大部分纸媒的主流化、融合化发

展的策略之一。在本文观察到的十个纸媒音频化实践中，虽然南方都市报在喜马拉雅平台中粉丝量不是

最多，但是相较而言收听量却是最多、内容最丰富的，通过对以上报业音频的比较观察发现纸媒音频化

实践存在如下问题。 

3.1. 纸媒数字音频内容的专业化生产与挑战 

报纸音频化的新闻资讯目前面临着多重挑战。一方面，它们未能充分继承报纸内容的深度分析；另

一方面，也未能匹配上新媒体内容迅速发布的速度。机器人的播音方式让音频新闻失去了传统广播的温

情和人文气息，同时，缺乏专业的团队进行内容生产也成为了制约因素。目前报纸音频化的新闻资讯既

没有继承报纸内容的深度，又赶不上新媒体内容的发布速度，机器播音也让音频新闻丢掉了传统广播所

具有的温度，缺乏专业化的团队进行内容生产。媒介融合虽然随着技术的发展逐渐消弭，但是在某一媒

介领域内还是需要专业知识和技术人员的支持才能保证专业内容质量。 
纽约时报从 2016 年 8 月开始组建音频团队、招聘专业语音编辑、原创性新闻记者、专业播音主持，

希望通过音频重新定义自身的内容。南方都市报通过记者编辑自学，资深记者、主持人组合搭档进行原

创节目开发制作。目前国内大部分报纸音频化转向还没有这样的专业意识和团队意识，在本文所观察的

10 家纸媒音频化转型中，都不同程度出现以下问题：内容上，社会热点为主，除了社会热点外并未就某

一领域或地区的新闻进行多元报道，存在更新不及时，内容浅显，内容涵盖面小等问题；时长上，基本

都以一分钟到八分钟为主，缺乏深度音频内容呈现；声音呈现上，有 3 家报纸音频采用机器人播报，基

本都是主持人转述，没有音效音响的运用，没有新闻当事人发声，整条音频新闻声音缺乏层次感吸引力。 

3.2. 声音景观的多元化构建与探索 

报纸试水数字音频领域都是从自己的强项新闻和评论开始的，音频报道通过主持人、播音员的叙述、

事件人的讲话、新闻现场的实况音响、背景音乐等元素构成一则结构严谨的音频新闻报道[11]。其中播音

员和主持的声音是音频报道的主线，可以勾勒出整个故事的主线，带领听众去了解故事，把握报道进程。

当事人讲话、实况音的加入则增加了声音报道的真实性。现场岗，实况音、当事人的声音也可以看做事

音频报道的细节描述。适当背景音乐则可以渲染气氛，帮助听众进入报道场景，与采访对象产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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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获得普利策音频报道的作品《境外人群》就用了采访的声音、原始录音、符合主题的背景音乐多种声

音素材，声音之间相互配合，都指向难民的无助和政策的反人性[12]。国内报纸音频化的内容中，仅有少

量媒体运用到多种声音素材，大部分音频报道还停留在主持人转述甚至机器人播报，而部分纸媒音频实

践中背景音乐使用不当，影响听众的信息接收。音效、实况音响、新闻当事人发声、主持人评论、配乐等

声音元素的适当使用可以增加音频的新闻信息的饱满度和可听性。 

3.3. 适配内容与连接范围的局限 

在新媒体环境下，视觉内容为了抓住人们的眼球做足了尝试，音频报道的内容在借鉴视觉内容场景

的同时，更应聚焦开发那些视觉内容无法触及的场景。目前，除了车载空间、智能手机、智能设备是音

频产品重要的分发渠道之外，智能家居领域也成为数字音频拓展的重要场域，如扫地机器人、智能电视、

智能音响、智能冰箱、智能闹钟等。头部综合性音频平台喜马拉雅电台和蜻蜓 FM 已与宝马、福特、凯

迪拉克、别克、比亚迪等几十个汽车品牌展开战略合作，接入智能家居、音箱领域等百家品牌，力图做

到音频产品在手机用户、汽车、智能硬件等多场景实现多层次分发布局。国内纸媒音频化目前主要深耕

的场景有各种间歇碎片化时间，如南都的《南都快讯》《湾区财富 3 分钟》、湖北楚天都市报的《极目

关注》、成都商报社的《红星新闻/听热点》等，这些节目都主打时事资讯，三五分钟不等，满足人们的

信息需求。针对不同时期的特别事件，各纸媒音频也会根据社会场景设置防疫栏目、奥运栏目、两会栏

目、两会解读等。睡前场景也是音频节目主要追逐的场景，如人民日报评论《睡前聊一会》、南方都市

报的深度人物报道《灯火故事》等。增加音频场景的适配性，尽可能满足听众读者的信息接收方式和接

收习惯，降低信息获取的阻碍，才能最大限度促进信息的传播，建设新型主流媒体，实现全方位的舆论

引导。 

3.4. 深度长音频探索与创新实践 

2021 年移动端用户花费于在线音频的日均时长为 131.2 分钟，高于长、短视频和在线音乐，较长的

用户日均使用时长体现出用户对于音频形式的高忠实度[13]。2019 年，腾讯以百亿资源加资金扶植长音

频制作，标志着腾讯向长音频进军。从商业角度来看，听众对长音频的粘性更高，长音频便于提升音频

会员价格，增加会员的种类和组合，带来一定广告收入。《系列剧》的成功也可以证明深度报道和音频

结合这种信息获取是为听众和市场所接受认可的；普利策新闻奖对《境外人群》的肯定意味着音频和深

度报道内容的融合是新闻生产商一次新的创新，业界可以创新自己的新闻呈现形式，拓展新闻实践。国

内纸媒音频化实践中，只有少数几个媒体真正地将深度报道和音频报道结合起来，不少媒体还停留在简

单的新闻资讯推送中，针对音频报道的原创性新闻缺乏。深度报道一直是纸媒内容里非常重要的一个版

块，数字音频将为深度报道带来全新的发展机遇，纸媒在音频化实践中还需要将内容深挖的能力运用到

音频制作上来，提升自身媒体融合的竞争力。 

4. 报纸产业的音频革新：生产流程与形态的重塑 

音频传播相较于图文和视频内容，需要做到用内容“抓住”受众的耳朵，解放受众刷屏的手和双眼

[14]，拓宽自身内容发布渠道。内容生产是纸媒的强项，硬新闻是媒体的看家本领，纸媒需要牢牢抓住自

身的内容优势，调动自身优质资源，借助数字音频这一热潮实现深度转型升级，把严肃、长篇的文字报

道转化成生动的情景叙事。 

4.1. 报业音频化的专业化塑造：深度探索与创新实践 

纸媒在新闻报道上虽然积累很多的经验和资源，但是音频报道和文字始终是不同的呈现形式，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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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也可能不是重叠的，因此注重音频传播专业团队的打造，更多考虑用户需求与使用场景，孵化符合

不同音频介质传播特点的高品质新媒体产品[15]是纸媒音频化过程中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专业团队不仅

是音频质量的把控者，更是深度融合实践的探索者。音频内容生产的第一步就是认识到音频内容的专业

性，一方面，适合报纸的内容不一定适合音频传播，同样的内容在不同媒介上呈现的形式也不一样；另

一方面，音频化传播的渠道日渐丰富，针对不同的平台，音频的内容和呈现形式也应不尽相同，报纸音

频化转向并不是简单的报纸内容粘贴。2018 年，南方都市报 APP 上线音频频道，在短讯、财经、娱乐、

健康等九大细分领域打造一系列音频产品。同时，南方都市报和天猫精灵合作开拓智能音箱领域。针对

全员音频化和全内容音频化的目标，南都专门组建音频小组，成员涵盖资深编辑、资深记者，小组成员

自学音频知识完成专业化的转变。目前在专业团队的带领下，南方都市报原创性音频新闻内容开发已经

远远超过了同类机构媒体，音频技术标准也多次获得头部声音平台的认可。 

4.2. 跨界融合：构建多元音频报道声音景观 

声音传播是一维传播，影视是三维传播，逐渐习惯短视频传播的媒体又回到声音传播，其实就是一

种降维思路[16]。视觉传播中常常会运用多种镜头语言增加现实感、立体感，精心设计视觉焦点，通过音

乐和旁白不断渲染来增加视觉对象的饱和程度。同样地，在声音传播中，我们也需要通过设计来增加声

音的丰满度，声音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声波，也是一种符号，还是一种“风景”或“景观”。我们需要环

境音、背景音乐、采访对象的声音来增加音频传播立体度，打造声音传播的独特生态景观，这不仅能提

升听众体验，促进受众对传播内容的理解，缩短听众与新闻主角的距离，还能提升音频节目的标识度。

22 年南都推出一档深度声音纪录片《灯火故事》，节目共二十二集，时长二十分钟到四十分钟不等。其

中《三代小镇做题家的逆袭人生》时长 35 分钟，节目内分别记录了 3 位小镇做题家，除了主持人的声

音，还出现了三位采访对象的原声，运用采访对象的声音缩小听众与人物的距离感。针对同一问题，三

位采访对象的声音被剪辑在一起形成一种对话，这给观众一种“围炉谈话”的既视感，而环境噪音也为

音频内容增加一份立体感、真实感。节目《谜案追踪》是一档刑事案件的揭秘，主播在讲述过程中也运

用了悬疑、撞击的音效，提升了节目的可听性。 

4.3. 场景适配：多角度拓展音频报道的伴随性使用 

与视频图文相比，音频内容更适合用户碎片化、伴随性场景的使用。媒体要根据不同的生活场景提

供适配内容，最大限度地满足听众个性化、多样化的信息需求。从 2018 年开始，南都 APP 改版上线音

频频道，满足受众移动伴随信息接收场景的需求。2019 年，南都在天猫精灵智能音箱上上线了音频新闻，

用户通过都市快报杭州新闻客户端或天猫精灵智能音箱就可收听相关音频新闻节目，栏目收听率为

5.5%，完播率为 80.12%。南都选择用户覆盖面较广、新闻类偏好、用户较成熟的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选择有一定体量用户的智能音箱作为分发平台，最大限度地为听众接触到新闻做好布局。除了链接便利，

还需要时长便利上考虑用户使用场景。《湾区财富 3 分钟》是一档聚焦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的音频节

目，节目内容紧跟最热的大湾区政策，打开听众的思路，增加信息的传递量。节目每周至少 3 期，每节

3 分钟。1 分钟太短无法展开内容，而 10 分钟又太长，不够精炼。3 分钟时间针对的是听众穿衣、洗脸、

刷牙、烤面包这些碎片化的时间和场景，在收听个体完成琐碎事情的同时，帮助他们完成信息接收。除

了内容适配，接收适配不仅能体现媒体的专业程度，也是移动场景时代的需求，听众可以在南都 APP 上

收听，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平台收听，充分扩展接触听众的触角。 

4.4. 内容挖掘：强化音频报道的专业性与影响力 

内容生产是媒体生存和发展的最强大脑，其中新闻是媒体的立身之本。纸媒在新闻人才、内容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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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职业操守方面都有很深的沉淀。在新媒体环境下，纸媒转型也依然要运用好新闻这一长技，南都

音频依托自身纸媒资源致力做原创音频。南都的《灯火故事》《我的橞巷记忆》《南北小编嘚吧嘚吧》

《谜案追踪》《天方夜谈》《说出你的高考故事》《王鸣教授的疫苗百科》等节目时南方都市制作的长音

频特别节目，时长都在 10 分钟到 40 分钟左右。其中《天方夜谭》是 2020 年 10 月南都策划的一档“找

记者聊天的节目”，时长在半个小时以内，两期策划时长共 38 分钟，播放量达 8.9 万次。节目邀请一线

记者到录音室讲述报道背后的故事。如第一期《阿尔兹海默症病报道背后的故事，这些人需要被看见》

就邀请了记者吴斌、陈汉来讲述自己的报道。主持人就报道起因、报道对象的选择、报道过程等角度向

采访记者提问，记者从自身的采访经历、患者境况、专家讲解、公共卫生、国家政策等角度去引导听众

关注边缘群体，了解报道内容。整个音频就是主持人与一线记者的对谈，主持人站在听众的角度去提问，

将听众拉入整个交谈中，适当取得轻音乐则烘托了这种面对面交谈的氛围。《灯火故事》主要以报道对

象自己发声来呈现音频报道，栏目将音频平台交给一个个平凡的普通人，通过讲述自身的故事来映射社

会热点和背景，激发处在历史长河中普通个人的惺惺相惜。 

5. 结语 

在声音媒介复兴的时代潮流中，传统报业数字音频化转型不仅体现了报纸与广播在新型媒介生态中

的互补融合，更象征着一种媒介创新的积极探索。这种转型意味着报纸内容在新时代的重新塑形和升级。

尽管国内的许多媒体已经启动了将纸质内容转化为音频形式的尝试，但整体来看，纸媒音频化的进程尚

处于起步阶段。在实际操作中，一些纸媒对于数字音频内容的理解还停留在将广播内容或是纸质媒介内

容简单数字化层面。这些纸媒在音频化的探索中，往往只是将纸质新闻简单地上传至网络音频平台，忽

视了音响素材的创造性应用，以及声音的精心编辑和设计。结果是，纸媒音频化的内容多以浅显的新闻

为主，缺乏多样化和深入化的音频内容建设。然而，在众多的纸媒音频化尝试中，南方都市报凭借其专

业团队的组建、对内容深度的挖掘、多元场景的拓展，以及音频素材的丰富，走出了一条具有示范意义

的融合创新之路。这种做法不仅强调纸媒内容的音频化转换，更重视音响素材的灵活运用和声音的艺术

性编辑，从而实现了纸媒音频内容从形式到内容的全面多元化和深度化。这为传统报业的音频化转型提

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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