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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２０年间，我国广播节目录制和播出逐渐实现自动化、数字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采用多

媒体音频技术录制、编辑节目，提高了节目质量。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５日广东人民广播电台

率先成立了我国第一家经济电台———广东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形成了“珠江模式”———一

种以“大板块节目、热线电话、主持人直播”为要素，符合广播规律和特点的节目形式，改变

了中国广播传统的单向传播模式，促进了全国广播在传播内容、传播形式方面的改革。广播节

目传输技术在近２０年间逐渐从微波技术发展到数字卫星和光缆传输技术，１９９７年年底，

全国广播电台平均每天播音时间为１６１３２小时，１９９８年底，广播人口覆盖率达到８

８．６％。 

  我国电视播出机构增加，播出技术发展迅速。１９７８年北京电视台更名为中央电视台，

加快了广播电视专用微波线路和转播设备的建设，并开始采用先进卫星技术传送节目。１９８

４年新疆电视台首次通过我国通信卫星“东方红２号”，收到高清晰度的中央电视台节目，这

是我国卫星电视的起步。到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日，所有中央和省级电视台及部分广播电台节

目均已使用通讯卫星传输，形成全国较为完善的广播电视传送网和覆盖网。１９９８年，全国

电视人口覆盖率达到８９％，中央电视台收视人口达１０．８亿，并通过卫星传输覆盖全球９

８％的地区。到１９９９年初，中央电视台已经成为办有８个频道、一报一刊、一个网站，拥

有包括国际电视服务总公司、已上市的影视基地集团、央视咨询调查中心等多家公司的电视集

团。 

  １９７６年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有线电视广播系统。目前全国有线电视入

户总数超过８０００万户，覆盖人口两亿多。有关管理部门预计，到２０００年，我国有线电

视的用户将闯１亿大关，成为世界第一大有线电视网络。 

  １９８０年中国第一座省级教育电视台———新疆教育电视台诞生。１９８６年１０月中

国教育电视台正式对外播出，其后，全国各地创办了近１０００座各类教育电视台（含转播

台），播出教育新闻和各种教学节目，覆盖人口近２亿。治理整顿后，１９９９年全国保留了

７５座教育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还采用卫星，播出三套节目，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远程教

育电视网。 

  １９９２年我国图文电视由北京电视台试播起步，１９９８年全国有２０多家电视台开办

了图文电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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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宣传事业有了飞速发展。１９７８年中国新闻社恢复原有的建制和

业务，事业迅速发展。截止１９９９年９月，中国新闻社已在国内外建立了２７个分社，创办

了两份月刊、两份周刊，在总社和香港设立了两个网站。建成了高性能的新闻采编作业计算机

网络系统。 

  创办于１９８１年的中国日报，是我国第一家全国性英文报纸，目前已发展为拥有６份英

文报的报系。１９９６年中国日报社的《中国专稿》在西方主流社会发行达１３万份。１９８

５年人民日报社创办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在海外华人中有很大影响。到１９９８年，新华社每

天以１０种文字向境外通讯社、报纸、电台、电视台等提供新闻，日均刊播总字数超过２００

万字，接近美联社、路透社和法新社等世界性大通讯社的发稿总量，海外直接用户达到１１７

２家。全国３０多家省市电视台还租用了美洲东方卫星电视时段，每天播出１２小时，覆盖北

美和中美地区。 

  １９７８年５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国外广播部正式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广播电

台。到１９９８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采用数字化技术，用４３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日播出

２１１个小时，还开通了４种语言的网站，在国外建立了２９个记者站。１９９７年，中国国

际广播电台投入１４部大功率中短波发射机，发射实力重新进入世界各国电台先进行列。１９

９５年、１９９８年两次共将２９套节目送上卫星，实现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节目的全球覆

盖。从语种规模、播音时间、听众来信、发射实力和技术水平等方面指标来看，中国国际广播

电台已经成为世界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三大国际广播电台之一。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新闻媒体内部机制和经营管理体制的变革。１９７８年

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社等首都几家报社试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体制，确立了新闻单位事

业法人地位。新闻媒体开始逐步建立竞争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中国报业在发展新闻主

业的同时，大力开拓媒体经济，并由粗放经营走向集约经营。１９９４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在杭

州举行的全国首次报业集团问题研讨会上，形成了我国关于组建报业集团的指导性文件。１９

９６年中国首家报业集团试点单位———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试运行。１９９８年南方日报、羊

城晚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和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等先后宣告成立。目前广播电视系

统也在积极论证广电集团的组建和运营方式。 

  改革开放２０年来，新闻传播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各种新闻媒体逐步实现新闻生产现代

化。１９７９年大陆第一家彩色印刷报纸———市场报诞生。继１９８５年新华社首开国内新

闻媒体先例，采用激光照排技术后，到１９９９年，全国绝大多数报社都采用激光照排和胶版

印刷技术，提高报纸印刷质量和印刷速度；配备电脑采编系统，并用电脑进行人事、财务、广

告、发行、经营管理。新闻摄影也采用数码相机、图文传真机等设备。电台、电视台引进各种

先进的数字化技术装备和卫星传输设施，提高节目编排质量、电视图文效果和人口覆盖率。 

  ９０年代中后期，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在国内的推广，我国新闻

媒体网络版应运而生。１９９３年杭州日报率先尝试报纸电子版。１９９５年１０月，国内第

一家真正实现交互式阅读和系统编排的电子报纸———中国贸易报·电子版上网。１９９７年

１月、１１月，人民日报、新华社先后建立网站。１９９８年１１月，中央电视台设立网站。

到１９９９年初，全国至少有１２７家报刊和近１００家广播电视台在互联网上开辟了网站，

其中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发挥媒体优势，建立了信息量大、新闻更新快、影响力大的网站。上海

电视台与中央电视台联手于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在互联网上直播了两小时的’９９中英文



双语元旦晚会节目，证实我国新闻媒介网站已具备了长时间大带宽直播的能力。为加强对新闻

界网络媒体的管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１９９７年５月发布了《利用国际互联网络开展对外新

闻宣传的注意事项》，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又与新闻出版署联合作出补充规定，提出国家对媒体

上网实行“积极支持、促进发展、宏观指导、归口管理”的方针。１９９９年４月人民日报、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及京、沪、粤２３家新闻单位提出筹办“中国新闻界网络媒体联合

会”，并制定了《中国新闻界网络媒体公约》。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新闻媒体的广告经营业务重新起步。１９７９年１月４日天津日

报率先恢复商业广告，１月２３日文汇报刊登第一条外商广告，１月２８日上海电视台播出了

中国大陆电视史上第一条广告。同年５月，中宣部发文给上海市委宣传部，肯定了报纸恢复广

告的做法，并对刊登广告作出了一些具体规定。从此报纸和其他新闻媒体的广告业务有了突飞

猛进的发展，并逐渐成为新闻媒体的经济支柱。１９８０年全国各新闻媒体广告总营业额为

１．１亿元，至１９９８年全国媒体广告收入总额已达２５９亿余元，占全国广告营业总额的

４８．２％。其中报纸广告１０４．４亿元，广播广告１３亿元，电视广告１３５亿元，杂志

广告７亿元。出现了数十家广告收入超亿元的新闻媒体，报社年广告收入最多的超过７亿元，

相当于１９８３年全国报纸广告营业额的１０倍。全国新闻媒体广告收入大户———中央电视

台１９９７年广告收入就达到了４２亿元。新闻产业已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实力的

增强，也为发展新闻事业，提高宣传质量，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支持。 

  中国新闻研究和新闻教育事业以１９１８年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为开端。解放后

至“文革”前的１７年间是以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新闻系（专业）教研室为主，研究成

果主要是新闻学教材。新闻媒体只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摄影部因本单位工作需要，成立了报纸

研究组和理论研究组。１９７８年为适应新闻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新闻研究

所。此后，一些省、市也先后成立了新闻研究机构。１９８０年５月西北五报召开了新闻学术

讲座会。据１９８５年统计，全国报纸系统设有１０４个新闻研究机构，５６０多位研究人

员。到１９９９年，全国共有近２００家左右新闻研究机构和新闻研究团，４０多家公开发行

的新闻专业期刊。中国记协成立了新闻学术委员会，下设新闻媒体研究所和新闻专业期刊两个

协作会。各种新闻业务、新闻理论、新闻事业史、媒体经营管理等各方面的专题研讨日趋活

跃。据不完全统计，近２０年来，中国出版的各类新闻学专著和书籍２０００余种，无论从数

量上还是从质量上来讲，都超过中国新闻研究史上的前６０年。 

  １９７８年中国新闻教育事业开始恢复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建立了新闻系。国

内一些综合性大学相继开办了新闻系或新闻专业。１９８３年全国１４所高等院校设有新闻系

或专业。同年，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召开全国第一次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发出《关于加强新

闻教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创办一批新闻系科。１９９７年６月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通过新的学科专业目录，将新闻学拓宽为新闻传播学，并提升为一级学科，下设新

闻学与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这标志新闻传播学已自立于中国社会科学之林。１９９８年全国

设有新闻传播类专业的高校增加到６０多所，大学新闻专业点达到１００多个。全国还有新闻

学专业和传播学专业硕士点３５个，新闻博士点６个和新闻博士后流动站１个。每年培养新闻

传播专业学生近万人。同时，一些新闻单位和新闻管理部门经常开办各种培训班。形成了一个

多层次、多专业、多形式的新闻教育网络。 

  １９８０年８月后，全国新闻界的人民团体中国记协及各地记协等新闻社团组织相继恢复

活动。１９８０年中国记协与北京新闻学会、《新闻战线杂志联合举办了第一次全国性好新闻

评选。１９９０年后，中国记协先后创办了中国新闻奖、范长江新闻奖、韬奋新闻奖、中国百

佳新闻工作者奖和中国新闻名专栏奖等新闻界的全国性最高奖项。在推动新闻界多出精品、多

 



出人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１９９５年中央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记协的主要工作任务，各级记

协成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新闻界５５万从业人员的纽带和桥梁。 

  １９９１年１月中国记协第四届理事会通过了中国新闻工作者的第一部职业自律性文件—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１９９８年８月又成立了中国记协维护新闻工作者合法权

益委员会，标志着中国新闻工作者在自律、维权、加强队伍建设方面取得新进步。 

  新中国５０年来，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新闻改革的推动下，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闻事业发生了深刻变化，取得了丰硕成果。面对新世纪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新闻事业

将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为把我国建

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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