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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大陆电视业在1958年大跃进中起步，经过十多年坎坷，终于在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中焕发生机，进入90年

代，电视业发展高潮迭起。截至1997年，中国大陆已拥有电视台约3千座，比二十年前增长近百倍；电视传播形成天

上卫星、地面微波和有线电视交织的巨大网络；电视覆盖率高达87.6％，观众人数以年均8.54％的速度递增，目前已

接近11亿；观众日均收视时间高达2小时11分，比5年前增加13分钟（刘建鸣，1998）。电视已成为人们寻求信息和

娱乐的主渠道，是人们接触最频繁、接触时间最多的媒体，也是影响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媒体。 

与电视业的发展轨迹相仿，中国大陆的电视研究也历经萌芽、中辍、新生和茁长等阶段，走出了一条由感性、自发向理

性、自觉的演进之路。今天的电视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抑或研究方法的使用上，已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在适

应实践需要、汲取多学科营养和与世界接轨的三维坐标中，特别在市场化转型的背景中，电视研究不断开阔视野，寻求

突破，写下世纪之交新的一章。 

本文拟简要梳理中国大陆电视研究的发展历程，描述其特征，并择其要点进行讨论。为求研究的全面、系统和客观，笔

者检索了从1986年起至1998年止总共12期《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的相关条目，其中1992和1993两年合期，并对部

分指标进行了分类和统计。囿于时间，本研究不拟作严格意义上的内容分析，此举旨在为建构论点提供一定的数据支

持。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称电视研究，是一个含义宽泛的概念，包括宏观和微观上一切以电视传播为对象和与之密切相关

的研究方面。按照《中国广播电视年鉴》所列分类（此分类时有变更），电视研究大致分为电视理论、电视业务、电视

新闻、电视文艺、电视剧等部分，从主题上看，既有电视政策、电视经营和管理等较为宏观方面，也有节目摄制、编排

技巧等微观方面，以及广告、受众研究、外国电子传媒译介等。 

历程概要 

中国大陆的电视研究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萌芽，与电视实践的开展大体同步。 

最早见于正式刊物上的研究文章之一，是发表在《广播业务》1960年第3期上的“足球和篮球比赛的电视实况转

播”；同年第7期该刊还发表了一篇译自前苏联的文章“电视播音员”（《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86）。从这两篇

文章中，早期电视研究的实践操作取向，注重向他人借鉴的特点，可略窥一斑。二十多年后，在北京广播学院这所大陆

唯一一所培养广播电视专门人才的高校，在最早两篇研究电视的硕士论文中，有一篇也是在评介他人，不过对象变成了

美国，作者批判性地对美国电视新闻进行了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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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收视率解析—调查、分析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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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本次调查的基本情况 一、调

查目的 传播市场的竞争实质上是对受

众的竞争。因此，对受众的科学认识和

把握是设计和制作一切有“卖点”的传

播产品，进而实现一定的传播目的的前

提和基础。如果说，对于一……

 

 



这一时期，电视界并无自己专门的研究刊物，多数文章都是在以探讨电台广播问题为主的《广播业务》上发表，一部分

散落在其它报章上，数量都较少。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前，有关电视研究的文章共约82篇，占广播电视研究总篇

数的1∕7，且全部集中在1960年至1966年的7年间，以电视业务和电视文艺两类所占比例最大，分别为52％和

30％。与此相反，有关电视的理论探讨文章未见一篇；关于电视新闻这一电视传播主干的研究，也无明确分类，篇目

索引亦未见出现（参见附录一）。 

从1967年到1978年，在《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上，电视研究有一段长达12年的空白，既无公开的研究刊物出现，也

没有任何篇目或文章入选。电视研究几乎处在休眠期。 

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给电视业带来生机，亦为电视研究注入活力。从1979年到80年代中期，《北京广播学院

学报》（现名《现代传播》）、《电视业务》（现名《电视研究》）和《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先后创刊，省市一级研究

刊物也陆续涌现。电视研究不仅有了自己的阵地，而且建立了部分研究机构，有了日益壮大的研究队伍。各类学术研

讨、评奖活动的开展，以及电视高等教育的逐步提升和系统化，都有力地推动着电视研究的深入进行。据统计，截至

1986年底，在全国性公开出版的广播电视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有近2000余篇，内容涉及从理论、业务、历史、文艺和

受众研究等各方面，不计与广播并列的部分，仅在电视业务、电视文艺和电视剧类目下的文章便有223篇，几乎是改革

开放前的3倍（参见附录一）。短短8年间，电视研究不仅在数量而且在质量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新闻传播业在改革开放后的迅猛发展，引发人们对于电视新闻实践的热切关注，电视新闻开始步上研究的主干道。在

《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86）选辑的涉及电视的5篇专论中，关于电视新闻的研究占了4篇，北京广播学院最早两篇

关于电视的硕士论文之一“论电视经济报道”（1984），则着重围绕电视经济报道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经济腾飞和

经济新闻的迅猛发展相呼应，电视经济新闻先于其它新闻类别进入较高层次的研究视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济建设

――电视经济报道――电视经济新闻研究三者之间共生相辅的关系，也是电视新闻实践需要电视研究加以总结和指导的

表现。 

电视研究的另一特点是，经验性研究占相当比重。从一开始，《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便专门辟出“经验研究”条目与

“专论”并列，选载那些直接描述实践和总结经验的文章。尽管年鉴上所列篇目未必完整，许多经验研究文章可能出现

在一些不公开出版的内部刊物上，此外什么是经验研究，什么是专论或论文，界限也不明显，大量的文章可能介于经验

研究与专论之间的中间地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每期年鉴上经验研究的篇目都要多于或相当于专论，且文章作者

大多来自实践第一线，这既表明电视从业者思考问题的仓促，也多少反映出电视实践的丰富多变与电视研究应顾不力之

间的反差。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电视研究在缩小与实践差距的同时，也不断从各种新学科新思潮中汲取养料。来自传播

学、新闻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教育学、语言学、文学等众多领域的专家学者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关注、审

视、读解电视，取得一批可喜的成果；在电视史学、电视文化学、电视美学等领域实现零的突破（胡智锋，1998）。

特别是大众传播学的引入，促使电视研究从传统的传播者重心向观众视角变迁，从传统的“我传你受”向“使用与满

足”观念转变，为观众研究的蓬勃开展提供了思路与契机。 

进入90年代后，电视业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中加快了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步伐，电视传播向新闻领域不断拓展、提

升，舆论监督力度骤增，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与此同时，电视研究也进入一个新时期。其特点是，围绕中国电视实践

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调动各种研究资源，开展大规模的学术研讨，特别围绕电视领域引入市场机制问题，展开充分的甚

至是十分激烈的讨论。另一方面，电视研究也从分散的、经验和微观层次，开始以兵团作战的方式，向整体、系统和宏

观方向推进，陆续推出一批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著作。 

1998年，中央电视台在建台40周年之机，推出一套共9本“跨世纪电视丛书”，全面总结了以中央电视台为主体的中

国电视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并在浓缩“跨世纪电视丛书”实践精华的基础上，推出了具有理论原创性的《中国电视论

纲》。经过二次抽象和升华后的《中国电视论纲》，对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电视事业的关系、中国电视的性质、电视节目

的方向、节目形态、体制建设和法制化管理、技术保障、观众反馈、电视队伍和电视理论建设等方面，都作了系统的理

论阐述；特别对有关电视产业经营问题，进行了审慎而不乏创见的探索；对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陆电视走向，也提

出了颇具前瞻性的看法。 

北京广播学院在80年代末推出“电视节目制作丛书”系列的基础上，整合和系统梳理各个部分，推出了一部长达230

   



万字的《中国应用电视学》，以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并重，荣获1997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最高学术奖――吴玉章特

别奖。今年，在北京广播学院校庆45周年之际，将再次推出一套共20本“电视学系列教程”，总字数约600万字，囊

括了有关电视研究的各个分支领域――从电视传播史、电视传播理论、电视传播研究方法直到电视应用操作的一切方

面，以规范性、系统性和理论性见长。 

如果说编写《中国电视论纲》主要是基于“对中国电视理论发展的不满足，对电视理论远远滞后于电视传播实践的‘落

差’的不满足，对轻视理论的短视与浅薄不满足”，力求丰富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视理论”（杨伟光，

1998），那么“电视学系列教程”则在贴近实践、介入实践的基础上，力求超脱既有的“术”的层面，按照学术研究

自身的规律，尝试更深层次的“理”的探讨，建立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来自电视实务界与学术界的这两套丛书，尽管

研究视角不尽一致，研究侧重也有不同，不少地方还有待商榷，但它们的推出，仍然表明中国大陆的电视研究已经开始

走向成熟。 

观众研究步上新台阶 

改革开放后，电视在实践中日益凸显其作为大众传媒的特殊性，尤其是随着电视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观众是电视传播价

值的最终实现者和检验者，也是电视传播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这个道理已为多数人认同，观众研究也受到愈来愈广泛

的重视。 

过去，尽管也常讲“电视为观众服务”、“要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需要”，但在不少人头脑中，观众只是传播活动的被

动受体，毫无能动性可言，研究者花费大量精力探讨电视传播者应该如何掌握传播方针和技巧，却疏于研究观众，更不

用说用观众意识指导实践，观众研究在电视研究中所占比重极小。《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上“听众观众研究”一栏，改

革开放前有关观众的研究文章，竟无一篇（参见附录一）。一些电视机构常常用几封来信、几个电话作为观众意见的代

表，而不去了解数量庞大、层次参差的观众群喜好，缺乏科学性不说，还容易造成对电视传播的误导。 

80年代初以来，电视界开始尝试引入抽样调查方法进行观众研究。此举不仅为科学全面地分析观众提供了新途径，也

为建立一套有效的观众反馈机制奠定了基础。 

然而早期，一些观众调研报告对样本的获取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存有偏差。据笔者掌握的资料，1985年2月至5月间中

央电视台曾进行过一次观众调查，这是早期电视界自己进行的调查之一。这次调查采取将问卷刊登在《电视周报》

（《中国电视报》前身）上的做法，从回收的问卷中抽出2千份作为样本，从中得出结论。严格说来，这是一次对《电

视周报》的读者而非一般电视观众的调查，所获样本也属于志愿者样本。通常认为，志愿者样本存在系统性偏差，因为

志愿者一般文化程度较高，表达意愿较强，其代表性要打折扣。80年代中期进行的这次调查几乎不再被人提起，不

过，今天看来，这毕竟是一次方式粗糙，但征求意愿明显的调查，在电视研究从传播者视角向观众视角转变的过程中，

其正面意义不应忽视。 

观众研究在1986年步上一个新台阶。这年中央电视台主持进行了一次28个城市观众抽样调查，样本遍及大陆除西藏以

外的25个省会城市和3个直辖市，被认为是中国电视发展史上首次大范围、专门的观众调查。次年，中央电视台牵头会

同各省市电视台一起，进行了第一次全国城乡范围的调查，有全国性汇总资料，也有分省的统计资料，这是一次奠基性

调查，为后续纵贯式调查的进行奠定了基础。至今，每隔5年进行一次的全国城乡电视观众调查已进行了三次，提出了

大量有价值的数据和结论。比如1997年在总结比较先前调查结果的基础上，研究者将影响观众收视行为的主要因素归

纳为八项：收视习惯、节目预告、欣赏口味、节目内容、播出时间、节假日、闲暇时间、技术设备（刘建鸣，

1998）。这些研究对于描摹我国电视观众收视行为、收视意愿的变化轨迹，分析观众对节目评价的前后变化，以及合

理地编播节目提供了重要参考。 

也是在1986年，一度默默无闻的收视率开始走上前台。这年中央电视台开始运用计算机进行日常收视率统计，一些地

方台也纷纷开展收视率调查尝试。随着视听市场的发育和壮大，收视率不仅“作为观众意愿的某种表征”而引人注目，

更作为调节媒体内部互动以及媒体与广告商之间买卖关系的“货币”而受到推崇和追逐。今天，由央视调查咨询中心控

股的央视――索福瑞媒介公司，引进国际资本和先进技术，在中国大陆建立起拥有60多个样本点、1万2千多个样本户

的庞大调查网，提供常规性的收视信息反馈和分析。当然，由于起步晚，收视率调查在技术手段、市场规范和标准等方

面还有不少待完善之处。 



随着观众反馈作为视听市场风向标的特点日益突出，观众调研的目的，开始从了解观众、把握传播效果的后馈性取向，

向调整节目存废与创设的前瞻性取向转变。早在1989年3月，上海广播电视局就曾在市区居民中进行过一次“上海是

否增设早晨电视新闻节目的调查”，结果是：“近期尚无条件与必要增设早晨电视新闻节目”，“就现阶段而言，电视

新闻应着重于进一步充实内容，提高质量，增强时效”，而从长远来看，“将来增加电视播映时间，增加早晨电视新闻

是必然的，……这取决于市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上海市经济发展的进程。”这次调查的结论也许并不新奇，但其决策

思路无疑是一种进步，对电视界的影响也很积极。进入90年代，越来越多的电视台出于频道定位、栏目改版、时段调

整或其它竞争考虑，开展观众调研，如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改版调查、体育频道改版调查等；不少电视台亦将收视率纳

入节目评价指标体系，作为资源配置的依据之一。从认识观众反馈的意义到重视研究观众，再到自觉运用观众研究指导

传播实践，观众研究的调节作用日趋明显。 

观众研究的普及、深入和应用，既反映出电视研究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变化，也反映了传播观念的变化。 

电视产业研究在争论中前进 

改革开放引发的不只是一场经济领域的市场化转型，也是一场从观念到生存方式的全方位变革；它将国民经济带入发展

快车道的同时，也将一向以吃“皇粮”为生的电视业引入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市场。1998年3月，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明

确提出，对包括电视台在内的大多数事业单位，3年后将实行自收自支，电视业将被完全推向市场。其实早在1979

年，上海电视台播出第一条广告时，大陆电视台面向市场自己觅食的一幕便已经启开，广告经营成为电视产业经营最初

的蹊径（韩泽，1998）。到1997年，电视广告年营业额高达114.4亿（董京生1998），已连续数年居各媒体之首。

广告成为多数电视台维持生存的主要来源，广告研究也迅速涨潮。1991年，广告作为一个单独的类目开始登上《中国

广播电视年鉴》的文章索引，与它相伴的还有广播电视管理类目。这当然不是毫无意义的巧合，市场机制撬动的不止是

广告经营，也有人财物的管理等一系列问题。 

90年代中后期，电视业外有国际资本虎视耽耽，内有40多家电视台空中拚抢，其发展呈现出大市场、大资本、集团化

的势头，电视研究也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现实逼迫研究者突破原有的思维框架，高度关注媒体发展的三大趋势，用一

套新的概念体系概括电视业的特征。由于一般性的广告经营、市场化、企业化等概念被认为是“适用于个体发展和内部

结构调整的且带有阶段性痕迹的概念”，“缺乏张力和有局限性”（黄升民，1999），于是一些学者提出了“产业”

和“产业化”等概念。 

就象电视业引入一度被视为异已力量的市场机制时曾经发生过排异反应一样，“产业”和“产业化”概念的提出也引起

电视研究界的诸多争论。首先，在“产业”还是“产业化”的概念问题上出现分歧，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大陆电视兼具

公益性和产业经营性，产业经营性只是局部性质，而“产业化”的“化”字却有彻头彻尾之意；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

“产业化”是事实，是必然趋势。其次， 一些学者认为电视业兼具产业与事业特征，片面强调产业特征，会淡化事业

特征，导致其政治功能的缺损；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产业特征与事业特征并不对立，两者并非零和关系。此外，对强调

“产业”或“产业化”是否会导致媒体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不相容的问题，也有一些不同看法。 

一篇题为“重中之重”的文章或许间接地为后一个问题提供了答案。文章说，中央电视台近几年在电视新闻方面取得的

成绩，令人瞩目，电视新闻已成为该台的拳头，它的成功不仅表现在新闻传播与舆论导向方面，而且表现在极强的创收

能力方面――中央电视台广告收入的一半来自新闻前后的时段，且远远超过电视台对新闻节目的投入（李东生，

1996）。这说明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不矛盾，好的电视节目不仅能够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同时也能够获得相应的

经济效益。  

有关产业和产业化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争论将有助于研究的进步。如果说最初这类研究重在突破思想禁区，放开小脑

和大脑作研究的话，那么随着思路和开阔和方法的更进，电视产业研究将会进入一个新的理论建构期。 

结语 

在被实践所召唤、所“逼迫”，在追踪实践和与世界的接轨中，中国大陆电视研究在不断前进。与此同时，也带来一些

需要思考的问题。首先，接近实践，使电视研究能够免除“无米”之虞，但距离过于贴近，也可能造成视野的局促和视

角的单一，难以超越感性层面探讨更深层次理性问题。其次，引进各种新兴学科和观念，不能生吞活剥，而要消化吸

收，为我所用。此外，注重与世界先进水平接轨，体现了电视研究的视野和胸襟，也是改革开放为中国大陆电视研究者



奠定方位感与目标感的具体表现。但是这不意味着对外界东西的一味接纳，电视是一种载体，也是一种文化的生成基，

它的根应厚植在中国的土壤中，当我们顾盼世界先进水平时，仍然有一个自我定位，与国情相符的问题。 

观众研究的兴起，收视率的出现，特别是科学调研方法的引入，促进了电视研究的整体进步，也是电视界更新观念，科

学认识大众媒体特性与功能的一种表现。但是，也存在有损研究的客观与公正的问题，要注意防止功利主义倾向，以及

“我注六经”式恣意诠释与滥用数据的现象。 

电视研究向产业经营聚焦，是电视业发展的大势使然。尽管对“产业”“产业化”等观点人们看法不一，但争论并非坏

事，至少表明这是一潭活水，表明电视业尚有不少未定领域亟待探索和开发。而敢于争论、允许争论，未尝不是改革开

放在电视研究领域的成果之一。 

总之，中国大陆电视研究四十年来与电视业发展休戚相关，改革开放使电视研究走上蓬勃之路，市场机制更为其注入活

力。中国大陆的电视研究在立足国情面向世界中成长，在去伪存真开拓创新中成长，也将在这之中取得新的进步。 

附录一 ： 

1960～1986年广播电视文章篇数统计表

注：本表据《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86）编制。 

参考资料： 

《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86～1998，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刘建鸣等“1997年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分析报告”，罗明、胡运芳主编《中国电视观众现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1998年10月。 

胡智锋“重视和加强中国电视理论建设”，杨伟光主编《中国电视论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8月。 

刘建鸣“观众反馈是电视传播的重要环节”，杨伟光主编《中国电视论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8月。 

韩泽“中国电视产业经营的探索”，杨伟光主编《中国电视论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8月。 

类目 总篇数 1966年前总篇数 1966年前电视研究篇数 

理论探讨 455 65 0

广播业务 364 121 － 

电视业务 209 42 42

播音 146 12 0

广播电视史 51 12 0

有线广播 81 23 － 

文艺广播 120 61 － 

广播剧 55 10 － 

电视文艺 36 25 25

电视剧 50 5 5

听众观众研究 32 4 0

主持人节目 37 0 0

外国广播电视评介 99 1 1

外国广播电视译文 120 5 1

外国广播电视资料 81 1 1



董京生“97中国广告市场回顾”，《广告直通车》1998年第1期。 

黄升民“关于媒介产业化研究”，万力主编《媒介经营与产业化操作实务》，新华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李东生“重中之重――我国电视新闻的现状、发展趋势及需注意的问题”，《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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