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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播电视学会2001年学术年会综述 2005-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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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播电视学会2001年学术年会，于2001年11月20日—25日在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广播电视

理论工作者140余人聚集一堂，交流了近年来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努力开拓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工作的新成

果。会议期间表彰了“十佳百优”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和第七届广播电视学术论文评选获奖人员。 

经国家广电总局党组批准，由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举办的“十佳百优”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评选活动，经评委会认真评

审，从全国各级广播电视机构推荐的125位参评人选中，评选出“十佳百优”广播理论工作者100名，我院广播电视学

会推荐的8名教师均入选。其中赵玉明获“十佳”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称号，张颂、胡智锋、姚喜双、柯惠新、李佐

丰、黄升民和张凤铸获“优秀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称号。另由交通宣传研究委员会、主持人节目研究委员会分别推荐

的我院教师潘力、陆锡初也荣获“优秀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称号。我院入选人数遥居四十几个推荐单位之首，占入选

总人数的1/10，其余90人中还有10多人，他们有的是广播学院毕业生，有的曾在广院任教或学习过，如“十佳”中的

白谦诚、胡占凡、杨斌以及“百优”中的郭东义、孟昭礼、温飚、陈富清、张君昌、尹长征、柯柏龄、阙子民等。 

在第七届广播电视学术论文评选中共有116篇作品获奖，其中一等奖17篇，二等奖36篇，三等奖63篇。我院广播电视

学会推荐的胡智锋的《影视文化三论》、吴郁的《我看“说新闻”》获一等奖、赵宁宇的《电视剧〈水浒传〉研究》获

三等奖。曹仁义、赵玉明和赵德全等分别就获奖的各类作品作了讲评。“十佳百优”代表和论文获奖代表在会上发了

言。 

中广学会常务副会长刘习良在年会上传达了总局局长徐光春的有关指示精神后，首先讲了本次学术年会召开的时机、目

的及重要意义。他说，当前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一定要紧密结合学习贯彻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精神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开拓创新，与时俱进；要在探索广播电视特点和规律、开掘学术领域和理论空间，启迪广播电视

人的改革意识和创新思维、构筑广播电视学科体系等方面发挥其关键作用。广播电视学术研究应在理论创新方面有大的

作为。刘习良强调指出，广播电视理论创新是件非常严肃、非常艰巨的工作。但为了广播电视事业的改革发展，我们必

须立志做出努力，付出艰苦的劳动，发扬孜孜不倦的刻苦追求精神，力争有所成就，有所创新。 

中广学会副秘书长王锋就上届学术年会以来，学会所开展的理论研究、学术活动等作了回顾和总结。他重点讲了学会除

积极探索、大胆创新、精办《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之外，主要谈了在坚持“以广播电视理论建设为中心，大力推动学术

研究”方面所作的几项工作。学术研究工作抓了重点课题的研究，《中国电视史》、《中国广播电视新论》两部专著已

完成初稿写作；“2000年—2010年广播电视的发展战略研究”、“广播电视的集团化发展”、“广播电视的科技发

展研究”等课题已完成并上报有关部门；从2000年元月起创办的月刊《广播电视理论动态》，主要收集、摘编广电理

论研究的新成果、新观点，以及理论探索、争鸣方面的问题，这份刊物编选内容新颖，文章短而精，有一定信息量和参

考价值，赢得了广泛好评；组建了中广学会学术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广电理论队伍和后备人才摸底调查，初步

掌握了广电理论人才的分布状况，为今后建立广电理论人才库奠定了基础。 

关于第七届广播电视学术论文评选，从总体上看，质量普遍较高，一些论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题材上看，内容广

泛，思路开阔，见解独特，提出的不少理论与观点具有开拓性和前瞻性。特别是对广电体制改革、网络时代对广电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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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你而歌》暨主旋律纪录片研讨

会纪要

 

作者：杜军 姚皓韵┊2005-11-28 

2001年12月28日，“《为你而歌》暨

主旋律纪录片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北京

师范大学的近20位电视艺术学者参加了

会议并作了精彩发言。《为你而歌》是

由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和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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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繁旭┊2005-11-28 

网络传播最早因军事用途而诞生，并在

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推动下逐渐发展

壮大。网络传播的全球性、互动性和超

文本性使其得以顺利地渗透到社会的各

个角落。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

文化以及个性的塑造等诸多层面，……

 

 



响、入世后我国电子传媒业的前景及挑战等一些热点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多，且有较强的理论色彩和深度。从参评的各类

论文看，史学的论文与往届相比数量多且质量较高，决策管理研究的论文质量较为突出，局、台领导的作品占有相当一

部分比例，充分体现了各级广电领导带头搞理论研究及对理论研究的高度重视。由此也充分反映了当前全国广播电视理

论研究已呈现出空前活跃、生机勃勃的景象。 

在学术年会上，中央电视台研究室副主任王甫、上海东方电台总编辑陈乾年、广东广电学会会长孙孔华、四川大学广电

研究所所长欧阳宏生、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总经理曾凡安（别人代）、江苏广电局巡视员李向阳、山东广电学会常务理事

李春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陈建琦等先后就电视研究、网络建设、电视批评、组建集团、改革发展、学术研究以及奥运

报道等方面的问题作了发言，对与会同志拓宽思路很有启发，大大有益于今后学术研究的发展。 

中广学会副会长、专家组组长张振华在会上作了总结性讲话。他在充分肯定此次学术年会的成绩后，着重指出，当前广

播电视学术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认真学习贯彻江泽民同志

“七一”讲话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按照徐光春提出的“学会要为广播电视事业跨世纪的发展提供正确的理论

指导和强有力的理论支持”的要求，紧紧围绕国内国际新情况对广电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工作。

他特别强调指出，在当前一段时期内，需要大家共同聚焦、重点研究和关注这样四个问题：一要深入研究广播电视如何

为建设中国的先进文化做出新的贡献；二要深入研究由经济全球化推动的文化多元化给中国广播电视带来的挑战与机

遇；三要深入研究如何积极推动广播影视事业的深化改革工作；四要深入研究如何进一步推动宣传创新和艺术创新。 

（作者单位：北京广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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