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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廣播產業調查

第三章	 廣播產業調查

第一節　臺灣廣播產業發展概況

一、廣播產業鏈與產值

●廣播產業鏈

傳統的產業鏈依照其產銷環節，大致可分成三大部分，分別為

廣播節目的開發及製作、發行以及內容播送等，透過節目的製作、

播出以賺取廣告收入。

首先在開發階段，節目製作人依收聽族群及對象，提出節目企

劃。而製作階段分為非即時性播出及現場播出兩種，非即時播出節

目，經編輯撰稿後，交由導播與播音員進入錄音室內錄音，錄音師

負責剪輯、配樂，加上音效後完成製作；現場播出部份則直接交由

節目主持人現場主持。該階段參與者包含廣播節目製作公司以及廣

播電臺業者等。

發行階段為代理銷售國內廣播節目版權，透過行銷及宣傳，銷

售至國內外廣播電臺業者。國內廣播電臺許多採取聯播方式，部份

電臺主要以交流為目的與中國大陸廣播電臺進行節目交換。

產業鏈後端為內容播送，傳統的實體廣播電臺仍是目前我國

主要的播送平台；不過近年來隨著科技發展，網際網路的普及，廣

播節目播送平台不僅只於傳統實體廣播電臺電波發射方式傳輸，網

路數據傳輸方式興起，如部份國內電臺也與電信營運商中華電信合

作，透過網路播送各電臺節目，亦有部份電臺自行開發網路線上

收聽模式，提高其收聽觸及率。另一方面，隨著網路串流技術的成

熟，網路廣播1開始成為新興媒體，如銀河網路電臺，自行企劃並製

1  無實體廣播電臺，主要透過網路串流技術於網路上播送廣播節目之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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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廣播節目，透過串流方式於網路上播出。

圖3-1、廣播產業鏈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整理

● �我國廣播電臺類型分佈

根據盤點整理，我國目前持有廣播執照業者共計有171家2，

其中包含公營電臺8家（含國際廣播電臺31家）、民營的調幅電臺

17家，跨區及大功率電臺4家，中功率及小功率電臺分別為65及77

家，各電臺類型羅列如下表：

表3-1、各類型電臺分類4

類型 涵蓋電臺

公營電臺

（8）
警廣（大功率）、教育（大功率）、漢聲（大功率）、復興（大功

率）、漁廣（大功率）、臺北（大功率）、高雄（大功率）、中央廣

播電臺（海外短波）

調幅電臺

（17）
勝利之聲、建國、鳳鳴、天聲、中華、國聲、民本、燕聲、民立、華

聲、先聲、基隆、天南、成功、電聲、金禧、益世

跨區及大功率

電臺（4）
中廣5、ICRT6、台廣7、正聲8

2  自1993年第一梯次電臺頻道開放至2000年第十梯次開放共計151家，加上原本的29
家，共180家。隨後陸陸續續有電臺將頻道歸還，截至2013年底，共計171家。

3  中央廣播電臺為短波廣播，是我國唯一提供國際廣播服務之公共媒體，短波廣播為無
線電的一個波長範圍，其對應頻率範圍為高頻。因此短波廣播是指利用短波波段播送

之廣播，由於穿透力較強，不易受干擾，因而國際廣播通常位於短波波段。

4  大功率電臺輸出功率上限為30,000瓦，服務區域半徑為60公里；中功率電臺輸出功
率上限為3,000瓦，服務區域半徑為20公里，小功率電臺輸出功率上限為750瓦，服
務區域半徑為10-1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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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涵蓋電臺

中功率電臺

（65）
臺灣全民廣播、人人廣播、台北之音、台北愛樂、綠色和平、飛碟廣

播、寶島客家、寶島新聲、臺灣聲音、桃園廣播、亞洲廣播、新客家

廣播、新聲廣播、環宇廣播、竹科廣播、大苗栗廣播、大漢之音、愛

苗廣播、全國廣播、台中廣播、每日廣播、大千廣播公司、南投廣

播、好家庭廣播、天天廣播、城市廣播、歡喜之聲、青山廣播、靉友

之聲調頻廣播、省都廣播、神農廣播、紫色姊妹廣播、寶島廣播、雲

嘉廣播、嘉樂廣播、嘉義環球調頻廣播、正港廣播、古都廣播、台南

知音、凱旋廣播、青春廣播、指南廣播、領袖廣播、大眾廣播、港都

廣播、快樂廣播、南臺灣之聲、金聲廣播、主人廣播、高屏溪廣播、

陽光廣播、蘭陽廣播、宜蘭之聲中山廣播、冬山河廣播、東方廣播、

噶瑪蘭廣播、東臺灣廣播、歡樂廣播、連花廣播、財團法人蘭嶼廣

播、東民廣播、澎湖廣播、大地之聲、太武之春、非凡音廣播

小功率電臺

（77）
北部調頻、財團法人佳音廣播、全景社區廣播、台北流行音樂廣播、

淡水河廣播、財團法人台北勞工教育電臺基金會、財團法人健康傳播

事業基金會、大樹下廣播、美聲廣播、鄉親廣播、飛揚廣播、大溪廣

播、新竹勞工、大新竹廣播、竹塹廣播、新農廣播、亞太廣播、財團

法人中港溪廣播事業基金會、苗栗正義廣播、財團法人苗栗客家文化

廣播、奇峰廣播、貓貍廣播、中臺灣廣播、山海屯青少年之聲、望春

風廣播、財團法人真善美廣播事業基金會、全球之聲、太陽廣播、關

懷廣播、中部調頻、山城廣播、新雲林之聲廣播、草嶺之聲、濁水溪

廣播、財團法人民生展望廣播事業基金會、嘉雲工商廣播、蘭潭之

聲、北回廣播、嘉義之音、人生廣播、愛鄉之聲、新營之聲、南都廣

播、臺南之聲、府城之聲、自由之聲、嘉南廣播、曾文溪廣播、下港

之聲放送頭、民生之聲、高屏廣播、金臺灣廣播、鄉土之聲、南方之

音、屏東之聲、潮州之聲、大武山廣播、宜蘭之聲、宜蘭鄉親熱線、

財團法人北宜產業廣播事業基金會、太平洋之聲、中原廣播、羅東廣

播、蘭友廣播、後山廣播、花蓮希望之聲、財團法人太魯閣之音廣播

事業基金會、合歡山廣播、蓮友廣播、花蓮之聲、台東之聲、財團法

人台東知本廣播事業基金會、大寶桑廣播、澎湖灣廣播、財團法人澎

湖社區廣播事業基金會、澎湖風聲、金馬之聲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整理

5  中廣除流行網及音樂網等全區調頻頻道外，尚有全區調幅新聞網等頻道。
6  ICRT為大功率電臺。
7  台廣為調幅的跨區電臺，服務地區包含南投縣、台中市、新竹市、台北市。但實際營
運仍以分臺為主。

8  正聲為調幅的跨區電臺，服務地區包含台北市、台北地區、宜蘭地區、雲林地區、台
東地區、高雄地區、嘉義地區、台中地區；另外正聲台北臺為中功率調頻電臺。但實

際營運仍以分臺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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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播網及節目聯播之電臺資訊9 

隨著我國廣播產業的發展，中小功率電臺為突破收聽範圍的限

制，透過策略聯盟的聯播方式，不僅可增加廣播收聽觸及率，亦能

減少節目製作成本的支出。根據本研究整理，截至2013年9月，我

國共15個聯播網及4個節目聯播但非為聯播網的電臺群，羅列如下

表：

表3-2、聯播網及節目聯播的電臺群資訊10

聯播網 電臺名稱

佳音Love 佳音電臺、羅東廣播

蘋果線上 正港廣播（中）、青春廣播（中）、大地之聲（中）

青春線上 指南廣播（中）、陽光廣播（中）

台北之音HitFM
台北之音（中）、中臺灣廣播、高屏廣播、宜蘭之聲中

山廣播（中）

寶島聯播網
寶島新聲（中）、大千廣播（中）、主人廣播（中）、

花蓮希望之聲

快樂聯播網

全景社區廣播、望春風廣播、嘉樂廣播（中）、快樂

廣播（中）、歡樂廣播（中）、宜蘭之聲、澎湖廣播

（中）、澎湖風聲

亞洲聯播網 亞洲廣播（中）、飛揚廣播、亞太廣播

好家庭聯播網 好家庭廣播（中）、財團法人台北勞工教育電臺基金會

客語廣播全國聯播網

財團法人寶島客家廣播（中）、新客家廣播（中）、新

竹勞工之聲、大漢之音（中）、財團法人苗栗客家文化

廣播電臺、全球之聲、高屏溪廣播（中）、花蓮之聲

城市廣播網
城市廣播（中）、財團法人健康傳播事業基金會、大苗

栗廣播（中）、台南知音（中）

愛樂聯播網 台北愛樂（中）、大新竹廣播

9  此處所整理之聯播網及節目聯播之電臺資訊係透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所
提供之2013年9月份各電臺節目表，一旦目標電臺所播出節目中包含其他主播電臺所
播映之節目，即列入聯播網或節目聯播的電臺群中。如新雲林之聲及嘉義之音於該月

份播出綠色和平電臺之《有影最大聲》節目，因此本報告將新雲林之聲及嘉義之音列

入綠色和平電臺之聯播電臺。

10  （中）代表為中功率電臺，其餘為小功率電臺。另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所
提供之2013年9月份各電臺節目表中，高屏溪廣播電臺同時播出寶島客家、府城之
聲、領袖廣播及桃園廣播電臺之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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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播網 電臺名稱

Kiss Radio 大眾廣播（中）、南投廣播（中）

微微笑聯播網

竹塹廣播、歡喜之聲（中）、嘉義環球調頻廣播

（中）、凱旋廣播（中）、下港之聲放送頭廣播、屏東

之聲、潮州之聲、大武山廣播、噶瑪蘭（中）

好事聯播網
人人廣播（中）、山海屯青少年之聲、港都廣播

（中）、連花廣播（中）

飛碟聯播網

飛碟廣播（中）、財團法人中港溪廣播事業基金會、財

團法人真善美廣播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民生展望廣播

事業基金會、南臺灣之聲（中）、財團法人北宜產業廣

播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太魯閣之音廣播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東知本廣播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澎湖社區

廣播事業基金會

「節目聯播」但非為聯播

網的電臺群
電臺名稱

太陽廣播、苗栗正義之電

臺群
太陽廣播、苗栗正義

綠色和平、新雲林之聲、

嘉義之音之電臺群
綠色和平（中）、新雲林之聲、嘉義之音

臺南之聲、草嶺之聲、蘭

潭之聲之電臺群
臺南之聲、草嶺之聲、蘭潭之聲

桃園廣播、青山廣播、紫

色姊妹廣播、領袖廣播、

東民廣播、府城之聲、蘭

友廣播、台東之聲、高屏

溪廣播之電臺群

桃園廣播（中）、青山廣播（中）、紫色姊妹廣播

（中）、領袖廣播（中）、東民廣播（中）、府城之

聲、蘭友廣播、台東之聲、高屏溪廣播（中）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整理

● �民營廣播電臺聯播之主要原因

根據本研究盤點，我國65家中功率電臺中，42家參與聯播，比

例為64.62%；而77家小功率電臺中，則有41家有參與聯播，比例為

53.25%，皆超過半數。

根據由本研究調查，中功率電臺組成／加入聯播網主要目的

為欲透過擴大其收聽區域及範圍的方式「開源」，增加收聽觸及率

以吸引廣告主及廣告代理商投放廣告，降低節目製作成本；在小功

率電臺方面，最主要因素為降低節目製作成本，其次是透過聯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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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有效減少人力開支，以達到「節流」的目的。

圖3-2、中、小功率加入聯播網主要因素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問卷調查整理

● �廣播產業產值

廣播產業2013年總產值推估為71.65億元，其中廣播節目製作

及發行業推估產值為31.41億元，占整體廣播產業產值43.84%；廣

播電臺經營業推估產值為40.24億元，占比為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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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2012年廣播產業產值及結構比例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整理

二、廣播產業重要觀察指標

表3-3、廣播產業重要觀察指標

指標 項目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2年至

2013年變動率

產值（億元）
廣播節目製作及發行 39.79 35.67 31.41 -11.94%

廣播電臺經營 42.29 36.71 40.24 9.62%

家數
廣播節目製作及發行 185 260 244 -6.15%

廣播電臺經營 171 171 171 0.00%

人數 廣播電臺經營 3,656 3,554 3,455 -2.79%

出口值（億元）
廣播節目製作及發行 1.72 3.50 4.40 25.71%

廣播電臺經營 1.50 0.99 0.25 -74.75%

廣播昨日收聽率（%） 21.1 19.4 21.5 -

廣播媒體廣告量（億） 41.40 35.55 31.21 -12.21%

廣播產業2013年總產值推估為71.65億元，較2012年衰退

1.01%；廣播電臺事業家數部份維持171家，廣播廣告量較2012年

度衰退12.21%，使部份廣播電臺在廣告招攬上出現困難進而發展其

它方式增加收入，如時段出租等。此外根據台灣媒體白皮書資料顯

示，2013年廣播媒體昨日收聽率較2012年成長2.1%，亦較2011年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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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廣播產業近三年產值趨勢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整理

廣告占我國整體廣播產業將近50%的收入來源，因此廣播廣告

量成長或衰退關係到整體廣播產業的經營狀況。觀察近七年我國廣

播廣告量趨勢，除了金融海嘯（2009）過後有明顯成長之外，近四

年均逐年衰退，且2012及2013年度廣播廣告量已低於金融海嘯時的

37.61億元。

廣播廣告占總廣告量比重方面，隨著數位匯流的趨勢，網際

網路媒體逐漸受廣告主重視，使廣播廣告占總廣告量之占比逐年衰

退，由2008年7.94%下滑至2013年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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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近七年廣播廣告量以及占總廣告量比重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整理自2013台灣媒體白皮書

 

第二節　臺灣廣播電臺發展分析

一、廣播電臺各類營收

● �廣播電臺營收結構

整體而言，我國廣播電臺總收入的48.61%來自廣告收入，其次

則為時段出租收入的27.06%。再者依序分別為政府補助與公標案廣

告收入及活動專案收入，占比分別為4.41%及1.38%。其他範疇部

份，如房產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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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廣播電臺收益結構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整理

● �各類型電臺營收結構

廣播電臺主要收入來自廣告，而各類型電臺在電波涵蓋範圍上

有所差異，進而影響到其招攬廣告的難易程度，因此從各類型電臺

的廣告收入占比可大致看出端倪。

本研究進一步比較各類型電臺收入結構，首先在大功率電臺部

份，由於其廣播電波涵蓋範圍相對其他類型廣，有助吸引全區廣告

主，因此在廣告收入占其整體收益部份為46.39%，其次則為時段出

租收入的2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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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跨區及大功率電臺收益結構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整理

在中功率電臺部份，由於其電波涵蓋率範圍僅半徑20公里，因

此部份中功率電臺透過策略聯盟聯播方式，擴大該電臺節目的涵蓋

範圍，以達廣告招攬之成效。

由圖3-8及圖3-9可看出，聯播網及節目聯播之中功率電臺廣告

收入占比為84.73%明顯較無聯播者高（56.59%）；另一方面無聯

播者中功率電臺除廣告收入外，以活動專案及時段出租方式，增加

其收入。

圖3-8、聯播網及節目聯播之中功率電臺收益結構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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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9、無聯播之中功率電臺收益結構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整理

小功率電臺電波涵蓋區域半徑僅1 0 - 1 5公里，由圖3 - 1 0及

圖3-11觀察，聯播網及節目聯播之小功率電臺廣告收入占比為

55.08%，較無聯播之小功率電臺高（10.43%）；無聯播之小功率

電臺大多透過時段出租方式為主要來源，而大多時段出租方式，由

同業或外購單位進行各時段的承攬，如生技公司、藥房等。

圖3-10、聯播網及節目聯播之小功率電臺收益結構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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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1、無聯播之小功率電臺收益結構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整理

在調幅電臺部份，廣告收入占比較無聯播小功率電台低，僅

8.19%，主要營收來源為時段出租收入，占85.98%。

圖3-12、調幅電臺收益結構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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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類廣播廣告商品金額比重

根據尼爾森媒體研究月刊近五年每月各類廣播廣告商品金額11 

TOP10，2014年截至10月份建築相關行業占比為42.64%，政府機

構、中文專輯及超市與便利商店，比重分別為12.28%、10.27%及

9.90%。其他TOP10類型亦包含飯店業、旅行業、表演演唱會、汽

車相關行業等。

就廣播廣告商品結構趨勢觀察，建築類受2012年度政府打房影

響，整體廣告金額下降使其比例降至30%以下，2013及2014年有回

升跡象；而政府機構、中文專輯及超市與便利商店三大類型則是穩

定維持在10%左右。

圖3-13、2010年至2014年（截至10月）廣播廣告商品類型及比重趨勢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盤點整理自尼爾森媒體研究月刊

11  「尼爾森媒體研究月刊」所統計之投放端廣告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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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類廣播廣告商品播出時數比重

上述所呈現的從投放端的資料觀察，可檢視大型廣告主的廣告

投放趨勢，而區域性的廣告主多直接與電臺接洽，因此本研究輔以

問卷調查，如表3-4，我國廣播電臺經營業商品類型播出時數以政令

宣導類占25.26%為最高，其次則為食品類及醫藥美容類的13.42%

及11.16%，建築類則以6.84%排名第四。

就各類型電臺觀察，政府政令宣導佔據中小功率電臺廣告時數

第一名，其中又以無聯播中小功率電台比重較高，主要由於一般商

業性廣告託播業務較少，因此大多以政令宣導填補，其次則是利用

該時段，廣告該電臺跨業販售之商品，大多以食品、醫藥美容商品

為主。

表3-4、各類型電臺商品類型廣告時數TOP5

1 2 3 4 5

整體
政令宣導

（25.26%）
食品

（13.42%）
醫藥美容

（11.16%）
建築

（6.84%）
服務

（5.05%）

大功率
醫藥美容

（22.76%）
食品

（11.18%）
政令宣導

（10.53%）
服務

（7.62%）
建築

（7.39%）
聯播網及節目

聯播中功率

政令宣導

（24.26%）
交通工具

（7.98%）
食品

（7.36%）
醫藥美容

（5.91%）
化妝保養品

（5.27%）

無聯播中功率
政令宣導

（30.91%）
食品

（16.00%）
醫藥美容

（7.18%）
服務 

（6.14%）
化妝保養品

（5.54%）

聯播網及節目

聯播小功率

政令宣導

（26.76%）
建築

（14.59%）
醫藥美容

（9.24%）
食品

（7.61%）
影劇媒體

（4.83%）

無聯播小功率
政令宣導

（30.88%）
食品

（15.63%）
服務

（10.38%）
醫藥美容

（8.63%）
文康

（5.38%）

調幅
食品

（26.65%）
醫藥美容

（23.22%）
政令宣導

（18.80%）
服務

（4.20%）
化妝保養品

（3.88%）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整理問卷調查整理

● �各類型電臺支出結構

廣播電臺產業支出結構最高為人事支出，占26.82%，其次為節

目支出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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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各類型電臺觀察，公營廣播主要支出為人事部分，占比為

56.55%。大功率電臺以人事支出占比為最高，主要是由於公司內部

專職員工相對較多；聯播網及節目聯播中功率及小功率電臺部份，

由於相對較注重節目品質，因此在節目支出上較高；而無聯播網之

中功率電臺因涵蓋範圍相對聯播網小，因此需透過大量行銷支出來

推銷電臺。無聯播小功率電臺及調幅電臺因許多時段出租，僅需人

力維運機器設備等，因此在人事支出上相對中功率電臺高。

音樂授權費方面，整體而言占廣播電台支出的1.67%。但若細

分各電臺類型觀察，部份中小功率音樂性電台音樂授權費占比高達

10%，顯示音樂版權的支出，對廣播電台業者造成一定程度的負

擔。此外，2013年度音樂集管團體由過去4家變為5家12，但所登錄

之音樂版權僅占所有音樂版權的70%，未來仍可能有其他音樂集管

團體出現，此現象將對目前已呈現飽和的廣播電台市場造成營運上

的負擔。

表3-5、廣播電臺產業支出結構

　 節目

支出

行銷

支出

硬體支出

及折舊

人事

支出

音樂

授權費

其他

支出

整體 12.88% 6.90% 1.51% 26.82% 1.67% 50.22%

公營 11.98% 0.59% 11.84% 56.55% 0.29% 18.75%

大功率 9.17% 6.57% 0.46% 24.99% 1.64% 57.17%

聯播網及節目聯播中功率 37.28% 3.05% 6.98% 28.09% 1.22% 23.38%

無聯播中功率 18.24% 24.84% 3.85% 33.84% 1.70% 17.53%

聯播網及節目聯播小功率 26.82% 1.03% 5.49% 48.83% 1.89% 15.94%

無聯播小功率 12.59% 2.68% 11.79% 53.62% 6.19% 13.13%

調幅 22.44% 0.73% 6.01% 45.14% 2.20% 23.48%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問卷調查整理

12  分別為3家音樂著作集管團體（社團法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MÜST）、社團法人台
灣音樂著作權人聯合總會（MCAT）、社團法人台灣音樂著作權協會（TMCS））及
2家錄音著作集管團體（社團法人台灣錄音著作權人協會（ARCO）、社團法人中華
有聲出版錄音著作權管理協會（RP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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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廣播節目播送及製作情形

● �播出節目類型13時數比重

我國整體廣播節目播出類型以綜合節目、教育文化及新聞類為

主，比重分別為22.42%、17.73%及17.05%。

就各電臺類型觀察，公營電臺因多為功能性電臺，因此節目類

型大多以提供資訊的綜合節目類為主，如中央廣播電臺及警察廣播

電臺；大功率電臺部份，因中國廣播公司、臺灣廣播公司及正聲電

台頻道數量多，節目類型比重相對較平均且多元；在聯播網及節目

聯播中、小功率電台方面，節目類型比重上以流行音樂類為主，其

次是提供資訊服務的綜合節目類；非聯播網之中、小功率電臺則多

以綜合節目類為主；部份調幅電台因擁有多個頻道，節目類型相對

多元。

圖3-14、電臺節目類型播出比例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問卷調查整理

13  該分類參照「廣播金鐘獎」分類方式，另外加上新聞類節目。播出時數比重計算方
式為該節目類型播出時數／年度總播出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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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出語言時數比重

整體而言，我國廣播電台仍以臺語節目播出比重最高，占比

44.88%。若以各類型電臺觀察，公營電臺以國語為主，占比為

66.07%，另外因中央廣播電台為我國唯一海外播音電台，因此其他

語言比例達17.55%。

大功率電台方面，因臺灣廣播公司及正聲廣播電台頻率多且多

為臺語播出；聯播網中、小功率，因多為流行音樂型電臺，因此較

大比例為國語發音，此外由於聯播網中包含客家廣播全國聯播網，

因此客語比例亦偏高。

而無聯播之中、小功率電臺與調幅電臺因其功能性主要為地

方性電臺，服務地方民眾，且以中南部地區偏多，因此多為臺語播

出。

圖3-15、電臺節目語言播出比例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問卷調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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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出節目來源時數比重

我國廣播電台有68.06%為自製節目，22.24%為外製（時段出

租），聯播時數則占整體播出時數的8.67%。聯播網因節目製作的

策略聯盟，有效降低成本，因此自製比例皆較無聯播網高；而無

聯播網之中、小功率電臺因收聽範圍較小，且節目製作成本高，

致部分節目透過外製方式播出，外製節目占比分別為20.11%及

37.38%。

圖3-16、電臺節目來源播出比例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問卷調查整理

● �節目製作成本

廣播節目製作成本中，以廣播劇平均每小時3,857元為最高，其

次為藝術文化、非流行音樂及單元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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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2013年整體廣播節目製作成本

單位：元／每小時

廣播電臺產業

平均 最高 最低

新聞類 2,169 10,000 75

教育文化類 2,410 20,000 100

兒童類 1,223 3,000 100

少年類 1,177 3,000 100

藝術文化類 2,821 10,000 100

綜合節目類 2,537 15,000 76

社會關懷類 2,028 10,000 74

社區節目類 2,530 10,868 74

流行音樂類 1,877 9,683 75

非流行音樂類 2,795 10,000 200

廣播劇類 3,857 8,000 1,000

單元類 2,736 7,000 200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問卷調查整理

比較公、民營廣播電台製作成本，公營電台在新聞類、兒童

類、少年類、社會關懷、社區節目、非流行音樂類、廣播劇及單元

類等節目製作成本皆較民營電台高。

表3-7、2013年公、民營電台廣播節目製作成本

單位：元／每小時

廣播電臺產業

平均 最高 最低

公營 民營 公營 民營 公營 民營

新聞類 2,167 2,095 5,000 10,000 0 75

教育文化類 2,100 2,442 4,000 20,000 1,000 100

兒童類 1,667 1,056 3,000 2,000 500 100

少年類 1,500 1,056 3,000 2,000 500 100

藝術文化類 2,267 2,932 4,000 10,000 1,300 100

綜合節目類 2,100 2,586 4,000 15,000 1,000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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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臺產業

平均 最高 最低

公營 民營 公營 民營 公營 民營

社會關懷類 2,100 2,020 4,000 10,000 1,000 74

社區節目類 2,650 2,519 4,000 10,868 1,300 74

流行音樂類 1,833 1,882 4,000 9,683 500 75

非流行音樂類 4,000 2,675 4,000 10,000 4,000 200

廣播劇類 6,000 3,500 6,000 8,000 6,000 1,000

單元類 5,000 2,510 5,000 7,000 5,000 200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問卷調查整理

● �節目製作資金來源

廣播電臺業節目製作資金來源以公司自有資金為主，占

87.08%，而自2013年度開始補助廣播節目製作的政府補助金亦對廣

播電台節目製作有實質上的幫助。

圖3-17、製作節目資金來源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問卷調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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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廣播市場收聽率分析

● �整體廣播收聽輪廓

根據本研究2014年11月消費問卷調查，過去一個月曾收聽廣播

的比例為46.01%。在收聽聽眾中，年齡層中以40-49歲占比23.64%

最多，而15-19歲年輕聽眾僅占4.56%。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專院校

學生為主，占52.17%。職業方面則以有工作者為主，占64.43%。

收入部份分布較平均，但主要仍以沒有收入族群的22.56%為最高。

圖3-18、聽眾輪廓─年齡層／教育程度／職業／收入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消費調查問卷（調查時間：201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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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廣播接觸率表現

在受訪者中，各年齡層中以40-49歲接觸率56.65%及30-39歲

54.18%為最高，年輕聽眾15-19歲接觸率僅30.43%；教育程度方

面則隨著教育程度越高而有接觸率越高的情形；職業別則以有工

作者接觸率53.56%最高，其次為已退休者的40.19%及家庭主婦的

39.08%；月收入部份在60,000元以下有收入越高接觸率越高的情

形，此外月收入達80,000元以上者接觸率亦達到64.52%；最後就各

縣市角度觀察，中、南部聽眾接觸率較北部及東部高。

圖3-19、聽眾接觸率表現─年齡層／教育程度／職業／收入／地區別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消費調查問卷（調查時間：201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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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黏著度表現

過去一個月曾收聽廣播節目的922人中，幾乎每天收聽者比例

為46.43%，經常收聽者（每週不少於三天）比例為15.94%，有時

收聽者（每週不少於一天）比例為 21.04%，很少收聽者（每月不

少於一天）比例為16.59%。從年齡層觀察，15-29歲聽眾幾乎每

天收聽比例相對高年齡層低。學歷方面，以小學以下幾乎每天收聽

比例為最高，為67.65%。職業部份，退休者幾乎每天收聽比例為

52.75%，其次為有工作者的49.83%，而學生僅25.35%。另外男性

黏著度較女性強。

圖3-20、聽眾黏著度─年齡層／教育程度／職業／收入／地區別交叉

分析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消費調查問卷（調查時間：201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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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年齡層及職業別收聽廣播使用裝置

我國聽眾仍主要以車用收音機為主要收聽裝置，其次則為傳統

收音機。透過手機及電腦收聽廣播節目方面，比重分別為7.00%及

5.81%。

從年齡層角度觀察，傳統收音機的使用隨著年齡的上升而增

加。除了15-19歲年齡層之外，透過手機及電腦收聽廣播節目的比例

隨著年紀下滑而提高。

從職業角度觀察，家庭主婦、無業／待者以及已退休者使用傳

統收音機比重較有工作者及學生比重高；而學生部份則主要是透過

車用收音機。

表3-8、各年齡層及職業別收聽廣播使用裝置比重

傳統

收音機

車用

收音機

數位廣播

收音機
手機 電腦 其他

整體 34.09% 49.46% 7.00% 5.81% 3.45% 0.19%

15-19歲 13.63% 68.18% 13.64% 4.55% 0.00% 0.00%

20-29歲 18.38% 49.26% 5.88% 13.24% 13.24% 0.00%

30-39歲 32.04% 49.03% 1.46% 8.25% 9.22% 0.00%

40-49歲 24.80% 56.40% 3.20% 8.00% 7.60% 0.00%

50-59歲 42.72% 50.97% 2.43% 2.91% 0.97% 0.00%

60歲以上 57.22% 33.53% 2.89% 4.62% 0.58% 1.16%

有工作者 29.79% 52.74% 3.04% 7.29% 7.14% 0.00%

家庭主婦 43.22% 44.92% 4.24% 5.08% 2.54% 0.00%

學生 17.95% 48.72% 7.69% 16.67% 8.97% 0.00%

無業／待業 42.31% 46.15% 0.00% 3.85% 7.69% 0.00%

已退休 54.82% 38.52% 2.96% 2.22% 0.00% 1.48%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問卷調查整理（調查時間：2014年11月）

● �手機及網路收聽方式

在上述使用手機及網路作為主要收聽裝置的82位樣本中，主

要仍是透過手機內建的收音機頻道收聽廣播節目比重為3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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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則是透過電臺官方網站即時收聽（部份為介接hichannel），

比重為16.48%。排名第三則為透過hichannel線上即時收聽，比重

為13.19%。顯示中華電信hichannel為我國聽眾收聽網路廣播的主

要集合式平台。另外透過集合型手機App，如TuneIn等，占比為

12.09%。

從年齡層角度觀察，使用手機內建收音機頻道收聽廣播節目比

例隨著年齡層上升而提高。

圖3-21、手機及網路收聽方式─年齡層交叉分析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消費調查問卷（調查時間：2014年11月）

● �收聽地點

我國聽眾主要於自用車／貨運車上收聽廣播，比例為49.85%，

其次則為家中的30.13%，工作場所比重亦有1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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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2、收聽地點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消費調查問卷（調查時間：2014年11月）

● �收聽時段

我國聽眾主要於早上7點至8點的上班尖峰時段收聽廣播，第二

峰段則是在上班時間的9點至11點之間，其次則是下班時間的17點

至18點。

圖3-23、收聽時段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消費調查問卷（調查時間：2014年11月）



2013影視廣播產業趨勢研究調查報告—電影、電視及廣播產業

154

● �收聽電台類型14 

收聽電台類型方面主要以收聽音樂性電臺為主，比重為

43.31%，其次則為綜合性電臺的33.84%，談話性（含新聞）的部

份為22.85%。

而年齡層較低相對較喜愛收聽音樂性電臺，而高年齡層則是對

談話性及綜合性內容較有興趣。

職業方面，學生主要以收聽音樂性電臺為主，而有工作者及已

退休者對於內容的要求較無明顯的差異。

圖3-24、收聽電台類型時段─年齡層／職業交叉分析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消費調查問卷（調查時間：2014年11月）

● �收聽電台因素

我國聽眾收聽電臺最主要考量為節目播出內容，占比為

56.45%，其次分別為節目播出時間及電臺頻率（訊號接收效果）的

14.73%及12.90%。

14  分類方式以音樂播放及主持人談話時間長短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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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5、收聽電台因素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消費調查問卷（調查時間：2014年11月）

● �收聽電台因素─電台類型交叉分析

民眾收聽音樂性電臺主要是考量到節目播出內容。在收聽談話

性（含新聞）節目上，節目播出時間是聽眾所考量的因素之一。在

綜合性電臺部份，除上述兩因素之外，電臺頻率的接收效果以及主

持人魅力亦為收聽的重要因素之一。

圖3-26、收聽電台因素─電台類型交叉分析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消費調查問卷（調查時間：201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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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電臺舉辦活動

我國聽眾過去一年參加電臺舉辦活動比例僅為0.98%。

圖3-27、參加電臺舉辦活動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消費調查問卷（調查時間：2014年11月）

● �是否購買電臺所介紹產品

我國聽眾是否購買電臺所介紹產品部份，有購買者，比例為

4.88%。有購買產品的樣本中，一年購買平均金額為5,357元台幣。

圖3-28、是否購買電臺所介紹產品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消費調查問卷（調查時間：201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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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播廣告對產品的影響力

廣播廣告對產品的影響力，以增加記憶度比重30.54%為最

高，其次為增加自己主動去尋找該產品相關資訊的意願，比重為

17.15%；而實質提高購買意願方面，比重僅9.81%。

圖3-29、廣播廣告對產品的影響力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消費調查問卷（調查時間：2014年11月）

四、廣播產業人力概況

● �產業人力職務別分佈

廣播電臺產業以節目部人力資源最多，占29.36%，其次為資訊

工程部及管理部門，各占19.82%及14.57%。

就公、民營區分來觀察，公營電臺大多為跨區，各地方臺皆須

工程部人力，因此工程部人力占比較高；而民營電臺則是節目部人

力比重相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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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0、廣播電臺職務別人力分布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問卷調查整理

表3-9、公、民營電臺職務別人力分布

管理職 節目部 新聞部 業務部 工程部 其他

公營電臺 10.72% 17.78% 10.11% 9.62% 32.64% 19.12%

大功率電臺 9.46% 30.63% 12.39% 12.84% 12.39% 22.30%

聯播網及節目聯播

中功率
15.04% 39.43% 7.72% 25.61% 8.54% 3.66%

無聯播中功率 21.27% 37.10% 8.14% 17.19% 11.31% 4.98%

聯播網及節目聯播

小功率
24.32% 42.57% 4.05% 10.14% 12.84% 6.08%

無聯播小功率 19.82% 38.74% 14.41% 7.21% 13.51% 6.31%

調幅電台 23.62% 38.19% 5.53% 6.03% 15.58% 11.06%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問卷調查整理

● �年齡別分佈

整體廣播電臺從業人員年齡別分布平均，個別類型電臺部份，

公營電臺平均年齡層偏高，41歲以上員工占比為72.17%。相對的，

中功率聯播網年齡層則較低，40歲以下為5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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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0、2013年廣播產業人力分布概況

20歲以下 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1-60歲 60歲以上

整體 0.00% 12.76% 25.96% 30.97% 23.69% 6.62%

公營電臺 0.00% 5.97% 21.86% 33.17% 33.29% 5.71%

大功率電臺 0.00% 14.26% 28.26% 30.43% 21.98% 5.07%

聯播網及節目

聯播中功率
0.00% 24.02% 35.04% 31.10% 7.87% 1.97%

無聯播中功率 0.00% 19.12% 29.90% 28.92% 14.71% 7.35%

聯播網及節目

聯播小功率
0.00% 18.62% 24.83% 37.93% 14.48% 4.14%

無聯播小功率 0.00% 12.50% 25.96% 21.15% 28.85% 11.54%

調幅電台 0.00% 12.17% 22.75% 24.87% 21.69% 18.52%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問卷調查整理

五、現況探討

● �網路加值服務建置情形

我國廣播電臺產業59.26%提供網站服務，其中大功率電臺皆已

完全提供網站服務，中功率聯播網電臺及中功率無聯播網電臺亦已

分別完成78.57%及76.92%，相較之下，小功率及調幅電臺提供網

站服務比例較低。

表3-11、2013年廣播電臺產業網路建置情形

提供網站服務 是否對營運有幫助

是 否 是 否

整體 59.26% 40.74% 81.63% 18.37%

公營電臺 87.50% 12.50% 100.00% 0.00%

大功率電臺 100.00% 0.00% 100.00% 0.00%

聯播網及節目聯播中功率 78.57% 21.43% 90.91% 9.09%

無聯播中功率 76.92% 23.08% 77.78% 22.22%

聯播網及節目聯播小功率 35.00% 65.00% 87.50% 12.50%

無聯播小功率 45.45% 54.55% 20.00% 80.00%

調幅電台 36.36% 63.64% 75.00% 25.00%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問卷調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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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遭遇困難

我國71.08%廣播電臺產業認為遭遇最大困難為「電台數多，

營運範圍影響收入規模」，其次為「數位娛樂發展下，聽眾逐漸減

少」，占比為65.06%，排名第三為「數位匯流下，廣告主不重視廣

播媒體」占比為51.81%。

圖3-31、我國廣播電臺目前遭遇困難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問卷調查整理

就個別類型電臺觀察，公營電臺注重在「音樂授權費高」、

「年輕聽眾開發困難」以及「數位匯流下，廣告主不重視廣播媒

體」；大功率電臺主要困難則為「電台數多，營運範圍影響收入規

模」以及「數位娛樂發展下，聽眾逐漸減少」；中功率電台以及小

功率電台主要困難亦為「電台數多，營運範圍影響收入規模」；非

聯播小功率電台則為「音樂授權費高」、「電台數多，營運範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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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收入規模」以及「年輕聽眾開發困難」；調幅電台方面較平均，

但主要仍與上述各類型電臺困境相同。

圖3-32、我國各類型廣播電臺目前遭遇困難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問卷調查整理

 

第三節　臺灣廣播產業發展趨勢

一、產製及播送面

● �根據本研究統計，廣播廣告量包含金額及占總廣告量比重皆呈現

近七年來新低，分別為31.21億元及5.22%。在收入不敷節目製作

成本情況下，多數無聯播網之中小功率電台及調幅電臺，多透過

時段出租增加營收，大型業者則提高嘗試結合商品銷售之整合行

銷模式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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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功率聯播業者廣告收入占比為84.73%，明顯較無聯播者高

（56.59%）；無聯播者中功率電臺除廣告收入外，以活動專案

及時段出租方式，增加營收。小功率聯播業者廣告收入占比為

55.08%，較無聯播之小功率電臺高（10.43%）；無聯播之小功

率電臺大多透過時段出租方式增加收入，其次為兼銷產品收入。

說明在市場飽合情況下，透過策略聯盟等擴大規模方式，較單打

獨鬥更能有效產生經濟效益。

● �根據本研究問卷調查，我國電台播出節目類型以提供資訊的綜合

節目類為最高，比重為22.42%、新聞類則為17.05%；其餘包含

屬於公共服務的社會關懷等節目比例皆較低，建議電台以差異化

作為目標，並注重在地化的發展。

● �在「聯播網及節目聯播」中、小功率電台方面，目前仍多屬流行

音樂類型，因此在節目類型比重上以流行音樂類為主，其次才是

提供資訊服務的綜合節目類搭配，相較之下，非聯播網之中、小

功率電臺則多以綜合節目類為主。

● �僅管音樂授權費占整體廣播電臺經營業之出比例僅1.67%，但仍

為廣播經營業者在營運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問題之一。據業者指

出，2013年度音樂集管團體由過去4家變為5家，但所登錄的音樂

版權僅占所有音樂版權的70%，表示剩餘的30%，可能在未來還

會有其他音樂集管團體出現，此現象將對目前已呈現飽和的廣播

電台市場造成營運上的困擾。

二、人力供需面

● �根據問卷調查指出，除中小功率聯播網外，其餘電臺類型中、高

年齡層比例高，大功率電台、無聯播網小功率及調幅電台41歲以

上員工比例為57.48%、61.54%及65.08%，說明該產業人力有斷

層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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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深度訪談結果指出，受數位匯流趨勢影響，各電台皆積極拓

展其他收聽平台，但缺乏新媒體平台方面人才，據本研究問卷資

料結果顯示，「新媒體平台」人才為目前供需缺口最大者，供不

應求比例為各類別中最高，為33.33%，目前市場上人才招募數量

及素質皆顯示困難。

三、行銷面

● �根據本研究問卷調查，我國廣播電台中，提供網站服務比例由去

年度調查67.57%下滑至59.26%。且網站各類型服務提供比例亦

較去年度調查下滑，如線上收聽、隨選AOD等服務。其主要理由

除部份目標聽眾無新媒體平台需求之外，商業模式尚未形成亦是

主要理由之一。如手機APP的建置，其建置成本高昂，一旦無法

透過行動廣告，或消費者聽取付費取得收入，則對業者來說都是

極大的風險。

● �根據本研究問卷調查歸納我國廣播電台目前遭遇困難，「電台數

多，營運範圍影響收入規模」以71.08%排名第一，其次為「數位

娛樂發展下，聽眾逐漸減少」的65.06%，而「數位匯流下，廣告

主不重視廣播媒體」則以51.81%排名第三。

四、消費面

● �就消費端調查來看，年輕主要收聽廣播節目類型為音樂性節目，

15-19歲收聽音樂性節目占比為71.43%，20-29歲收聽音樂性節目

占比為71.54%。

● �根據本研究消費調查，中高年齡層，包含30-39歲，不專心收聽

加上隨即轉台比例為64.89%，50-59歲為64.44%，60歲以上為

63.36%。因此在廣播受眾逐漸老化的情況下，廣播廣告效用顯著

性降低，將可能使廣告主投放廣播媒體廣告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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