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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索中不断发展

 

——中广协会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建设的回顾
 

 
 

赵德全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自律维权部主任）
 

 
 

摘 要：广播电视实践的新发展，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支持，也为新的理论产生提供了新的土壤。在这样的背景下，中

国广播电视学会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的命题应运而生。本文回顾了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的成立和

《中国广播电视学》问世的过程，总结了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在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和所开展的学术活动，

并介绍了新时期的重要成果。 

关键词：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理论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在经历了此前长期缓慢发展后，赢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春天。事业建设规模空

前，宣传影响日益扩大，党和政府的喉舌作用越来越突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

的作用，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播电视实践的新发展，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支

持，也为新的理论产生提供了新的土壤。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

电视理论”的命题也是在实践的迫切需求下应运而生的。 

一、学会的成立和《中国广播电视学》的问世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是1986年10月15日在北京成立的。成立之初，当时中央主抓意识形态领导和广播电视部的

领导就明确要求中广学会，要把理论研究、特别是有中国特色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放在突出位置，逐步建立起具有中

国特色的广播电视理论体系。艾知声部长在成立大会上讲话，他说：“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开展学术研究，需要进行

理论建设，需要把我们广播电视事业建筑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需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播电视科学。”

当选为学会会长的原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也在讲话中说：“如果说中国的新闻学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的话，那

么，我们广播电视作为一个新兴的部门，新的宣传手段、宣传工具，更需要有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广学会的

章程中也明确指出：学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学。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是全国性的广播电

视学术团体，以学术理论研究为中心，推动广播电视理论建设是她的基本定位。中广学会的成立和主要研究任务的

明确，为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宽广的舞台，也标志着

我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后，初步改变了长期以来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以分散为主、以个体为主的状况，研究的问

题和范围也由过去仅仅是微观业务的讨论或单位部门的经验介绍，转向带有全局性、系统性、规律性等宏观方面的

研究，特别是围绕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体系这一总目标开展工作，其中取得的最突出的一个理论

成果，就是《中国广播电视学》的诞生。 

《中国广播电视学》是学会成立之初确立的重点课题。为了完成这项工作，学会集中了全国广播电视系统26位

专家、学者，召开了若干次专题研讨会，用了四年的时间，于1990年9月出版了该部专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

版，阎玉主编）。该课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认真总结了我国广播电视的历史经验，注意吸取中外相



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力求从理论上阐述广播电视的传播规律，注重在科学性、学术性、系统性、稳定性和实践性上

突出特色。从内容上看，该书既有基础理论研究，又有应用研究；既有传播者研究，又有受众研究；既有“无线”

研究，又有“有线”研究；既有对国内的研究，又有对国外的研究；既有技术研究，又有管理研究；既有历史研

究，又有未来研究。可以说，《中国广播电视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广播电视学的理论专著，是广播

电视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奠基之作。她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广播电视学的理论体系初步确立。 

二、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
 

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急速发展变化中，广播电视也日益发生新的变化。特别是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

以后，人们的思想空气活跃，广播电视改革逐步深化，实践的发展使广播电视的功能、作用、形态、内涵等不断出

现新的内容，许多传统的观点已经和现实发生了碰撞。因此，人们的认识应不断跟上实践的发展，广播电视理论研

究也应该不断满足实践提出的新要求。 

1992年3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在江苏召开了全国广播电视研究工作会议，集中议题专门讨论广播电视理论研

究工作。召开全国的会议专题讨论广播电视学术理论研究工作，这在全国广电系统还是第一次。会议认真总结了改

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成立以来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工作的经验和取得的新成果，研究讨论了进一步

促进广播电视理论繁荣的新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对优化理论研究的组织方式——从个体、分散研究过度到个体与群

体研究并举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还对1992—1995年全国广播电视系统的理论研究工作进行了规划，确定了

115个研究课题，其中重点课题22个。这些课题都是从广播电视改革发展的实际中提炼出来的，具有较强的实践

性、迫切性和前瞻性。还形成了《全国广播电视研究工作会议纪要》。《纪要》强调了“加强广播电视研究工作的

迫切性”，并指出，“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发

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事业为目标”，“应用理论与基础理论、决策研究与业务研究、现状研究与历史

研究，要统筹安排，协调发展。这次会议集中了广大理论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开拓了研究视野和研究思路，也极大

地调动了全国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的积极性。会议之后，全国广播电视系统掀起了学术理论研究的热潮，出现了一

批质量上乘的研究成果。基础理论方面主要围绕广播电视的性质、特征、运行规律等问题展开讨论；应用理论方面

主要围绕广播电视节目、栏目、频道的丰富和提高质量等问题展开讨论；决策管理方面主要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广播电视改革发展等问题展开讨论等。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人们对广播电视属性、功能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发展。长期以来，人们仅仅认为广

播电视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对它的产业属性和经济功能认识不够。随着实践的发展、特别是1992年10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明确把广播电视列入社会第三产业，并要求以产业化为方向，建立充满活力的第三产业自我发展机制之

后，广播电视领域掀起了对产业属性、经济功能研究的热潮，认识不断深化。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主办的理论刊物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在此前后陆续发表了《市场经济与广播电视改革》（1993年第1期）、《我国广播电视事业

的产业化趋势》（1994年第1期），从产业角度、市场角度提出了广播电视改革的一些设想，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引

起了业界人士的关注和质疑，并就广播电视能否面向市场、走向市场、推向市场等发表了见解（主要见《中国广播

电视学刊》1995年第1期和第2期）。1994年10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在山东召开第三届学术年会，对广播电视

的产业经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1996年10月，在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广东省广播电视学会、广东电台联合举

办的“中国广播改革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许多人士发表了独到的看法。有的同志鲜明指出：实践表明，广播电

台在体制上已不仅是宣传工具，同时也是独立的经营主体；在运作方式是，它不仅以政府机构、事业单位的方式运

转，而且以产业部门的方式操作；在行为目标上，它不仅服务于市场，而且自身直接介入市场竞争，获得产业应得

的市场利益回报。广播电视不仅是宣传工具，而且是传播产业。经过多年的理论探讨和实践的检验，人们对广播电

视产业属性的认识日益深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建设增加了新的内容。 

三、围绕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2004年底由学会更名为协会）是中国广播电视系统最为庞大的社会团体，除了本部机关

外，它主要由涵盖全国广电各主要领域、部门的40多个专业委员会、31个省、市自治区的广播电视协（学）会、中

央三台学会以及中国传媒大学学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电学会、海峡之声电台学会组成。作为全国广播电视行业

最大的社会团体，集中行业优势，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积极参与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建设中来，

是它的基本定位和目的之一。成立20年来，它始终坚持这一条不放松，通过扎实有效、丰富多彩的活动，使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建设不断推向深入。 

1998年9月21日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召开的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学术年会，是中广学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

播电视理论建设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为主

线，进一步明确了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方向。会议主要内容分三部分，一是中广学会常务副会长刘习良同志作了

《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进一步提高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水平》的报告，报告从四个方面对学术理论研究工作进行了

阐述，1、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现状；2、客观形势向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提出的任务；3、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必须坚

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4、今后三年加强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基本设想。二是与会代表围绕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广播电视理论的主题作了发言，许多同志提交了学术论文。这些发言和论文内容涉及面广泛，理论阐述较为系



统，并做到了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很好结合。中广学会赵德全同志的发言《关于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的思考》，较为系统的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学的理论框架，他从四个方面做了论

述。1、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的来源；2、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的基本特征；3、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的主要内容；4、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的研究方法。三是对中广学会起草的

《1999年至2002年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规划纲要》（草案）进行了热烈讨论。《纲要》对未来四年广播电视理论研

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设计，从六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1、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作为研究重

点，通过开展各种学术活动提高研究水平，增强研究深度；2、认真总结广播电视节目的创作、创优经验，把应用理

论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3、密切关注广播电视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加强体制和决策管理方面的研究，为领导机构

制定政策提供智力支持；4、加强对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历史的研究，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为广播电视健康、持续、

稳定发展提供借鉴；5、进一步促进广播电视的学术交流，加强学术理论园地建设；6、壮大广播电视理论人才队

伍，特别是培养一批学术造诣较高的拔尖人才。《纲要》于1999年3月11日由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以文件形式发至

全国广播电视厅局等单位。 

《纲要》的发布，极大地促进了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为中心的广播电视学术理论研究的深入

开展。在以后的几年中，中广学会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召开全国性的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工作会议。从1998年以后，中广学会根据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需要，把全

国性的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工作会议转入定期化、正常化，每年召开一次学术年会，每次年会根据当年广播电视的中

心工作确定一个主题，如近几年的主题有，邓小平理论与广播电视业改革、“三个代表”与广播电视发展、广播电

视如何贯彻科学发展观等。 

2、组织召开了一系列专题研讨会。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每年都要召开若干次，内容涉及广播电视方方面

面的，每次会议深入研讨一个议题。 

3、继续举办广播电视学术论文、论著的评奖。学术论文评奖从1988年就已举办，每两年举办一次，至今已举

办了九届；学术论著评奖从1990年开始举办，每四年举办一次，至今已举办四届。学术论文与论著的评奖，调动了

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积极性，促进了广播电视学术理论的发展。 

4、为了对全国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的总体情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在全国

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人才的摸底调查，初步掌握了全国广播电视理论人才的分布状况，为通过计算

机建立理论人才库奠定了基础。 

5、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举办全国“十佳百优”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评选。为了调动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工作

者的积极性，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2001年组织了全国“十佳百优”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评选，对有突出学术成

就、学术贡献的人员进行了表彰。该评选每四年一次，至今已举办二届。 

6、为发挥业界专家的学术带头作用和参谋咨询作用，1999年成立了由48位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的人士组成的

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在课题规划、理论研讨、选题确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7、开展主题征文活动。从2003年开始，根据当年总局的中心工作和广播电视发展的形势，确定一个主题，在

全国广电系统开展征文活动。征文主题相继是，“三个代表”与广播电视业；广播电视产业发展；科学发展观与广

电业改革；广播电视为“三农”服务。 

8、设立学术课题年度招标立项制度。为了更广泛的调动业界研究者的积极性，提高学术理论研究水平，从

2003年开始，学会设立了年度课题招标立项制度。学会根据当年广播电视改革发展的实际，确定若干个研究课题，

通过竞标的方式确定中标单位和个人。课题完成并经审核通过后，给予一定的资金资助，并结集出版。目前，已完

成了三个年度的招投标工作，中标课题近40个。 

9、编印内部月刊《广播电视理论动态》。为了及时沟通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信息，开阔视野和思路，从2001

年起，学会正式编印内部月刊《广播电视理论动态》。它主要收集、反映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新动态、新成果、新

观点及理论探索方面的问题。 

10、《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继续发挥重要的学术理论研究阵地作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为广播电视理论研究

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 

四、新时期的重要成果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广播电视理论与实践都发生了巨大深刻的变化。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地

进行广播电视的理论创新，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同时，经过近二十年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积累，也为这种理论创新

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为此，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决定把编写《中国电视史》和《中国广播电视新论》作为新时期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建设的一项重点工作。 

关于《中国电视史》
 



《中国电视史》记录了中国电视从1958年至2000年这段历史的发展过程。为什么要编纂一部记录中国电视40

多年发展的史学专著，当时的主要考虑是，中国社会主义电视事业已发展40多年了，但对中国电视史的研究还基本

停留对某个事件或某个侧面的研究上，缺乏整体和系统的把握。从当时掌握的情况看，关于中国电视史的研究专著

有2—3本，基本属于个人著作，且大都是90年代初期完成的，对近几年电视业的新发展和新成果没有涉猎。为了完

整、准确地记录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历程，总结电视工作的历史经验，有必要组织专门力量，对40多年的中国电视

事业发展进行系统性研究。 

该项工作由学术部牵头。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和资料收集，学术部提出了“关于撰写《中国电视史》的几点想

法”和“《中国电视史》大纲讨论稿”。在“几点想法”中写到，“《中国电视史》研究争取在以下几方面有所侧

重并形成特色：1、该书所论述的对象是社会主义体制下中国电视业发展的内容，因此，要总结出社会主义条件下电

视发展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电视产生、发展与运营的基本规律，并对中国电视的实践进行反思和展望。2、本书的

文风应尽可能活泼、轻松，宜采用以点带面，以论带史。本书不宜采用常见的线性写史的方式，而是抓取问题，诉

诸于理性逻辑，但因问题的设定带有全局性，论述的发展带有史实性，因而，点中有面，信中有史。3、努力解求新

问题和提出新见解。40多年中国电视业发展中的有许多问题应该总结，如观念问题、体制问题、结构问题、形式问

题、功能问题等”。本书主编刘习良先生对本书写作也提出了四点要求：“准确：有史有论，立论准确；翔实：史

料翔实，实事求是；丰富：内容丰富，顾及全面；生动：叙事生动，语言流畅。”他特别强调指出，“我国编史历

来有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我们要坚持这一条。”他还就一些具体问题，如该书反映的内容、电视史的分期、史料

的收集、编写体例等提出了具体建议。为了把基础工作做扎实，学术部先后召开了若干次学术讨论会，就中国电视

史的分期、本书的内容、史和论的关系、编写工作存在的困难等问题进行了多次研究。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前后修

改了四次大纲，分篇章召开了十几次座谈会，有些章节几易其稿，先后近70人参与了初稿的写作，形成初稿的文字

量达180万字之多。 由于该书工程浩繁，内容繁杂，史料多头，线索交叉，加之众多人参与写作，内容多有重复，

文风因人而异，本书主编刘习良先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本书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审定。不仅对该书的文

字表述、思想观点、史料运用、摘引出处等进行了详尽的修改和核实，还对本书的有关章节和框架进行了适当的调

整和补充，使本书的系统性、完整性、客观性更加突出和完善。本书已于2007年2月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关于《中国广播电视新论》
 

如前述，学会曾在1990年9月出版了《中国广播电视学》，奠定了广播电视学术理论研究的基础。但十几年过

去了，广播电视业经历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变化。实践的发展呼唤着理论创新，理论创新也是新时期对理论工作者提

出的艰巨而繁重的任务，过去的观点、看法、认识、概括、阐释等，都需要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去重新梳理和重新审

视。因此，编写一部《中国广播电视新论》便提上了议程。 

这项工作由学术部牵头。通过研究大家达成几点共识，一是紧密结合广播电视实践的新发展，充分汲取近几年

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尽可能在理论上出新；二是该书是一部广播电视的基础理论著作，要体现系统性和科学性；三

是作者要选择该领域学有所成的专家或学科带头人。编写大纲定稿后，学术部聘请了十几位同志分头负责不同章节

的写作。经过努力，于2004年拿出百万字左右的初稿。中广学会副会长张振华先生为本书的主编。张先生长期在广

播新闻宣传第一线工作，曾担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并对广播电视学术理论研究充满热情切造诣颇深。为了保

证本书质量，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先后通读了两遍原稿，对本书的结构、内容、观点、句法等进行了详细

的修改和调整，并根据中央和总局陆续公布的新政策、新精神、新提法，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该书分为绪论和广

播电视历史论、广播电视属性论、广播电视功能论、广播电视宣传论、广播电视节目论、广播电视受众论、广播电

视产业论、广播电视体制论、广播电视法制论、广播电视技术论、广播电视队伍论、广播电视发展论，已于2004年

8月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2004年底，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更名为中国广播电视协会。虽然名称发生了变化，职能也相应增加，但学术理

论研究仍是协会的重要工作之一。经过近几年的努力，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体系方面取得

一定进展，但这项工作是长期的，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随着广播电视业的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

也一定会更加成熟与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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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V & Broadcasting practice provides more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new theory, and it needs new theory as well. In such circumstances, The Chinese TV & 

Broadcasting Academy and the theme of TV & Broadcasting Theory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emerges as the times require.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TV 

& Broadcasting Academy and summarizes its study productions and activities; and it also 

introduces the book named The Theory of TV & Broadcasting and other important study 

productions in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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