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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广播电视是20世纪问世的传播工具。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对广播电视的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

经过8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众多教学研究者的悉心钻研，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学已逐步建立起来，成为

一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本文回顾了从广播研究的起步到广播电视学的建立的历程；并对广播电视学的理论、对象

和学科体系及其特点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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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是20世纪问世的传播工具。中国的广播事业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电视事业产生于20世纪50

年代末期。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对广播电视的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经过8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

来，众多教学研究者的悉心钻研，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学已逐步建立起来，成为一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 

一、从广播研究的起步到广播电视学的建立
 

    从广播研究的起步到广播电视学的建立，其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缓慢起步（民国时期对广播的研究）
 

    1923年，上海最早出现了外国人办的广播电台，1926年中国人自办的广播电台在哈尔滨诞生。在此期间，

1924年8月，上海《东方杂志》发表曹仲渊的《三年来上海无线电话之情形》，是目前见到的中国人写的有关广播

的第一篇专文。作者自称该文是“上海播送站之沿革史”。20年代末，国民党中央台编印了我国第一本广播年鉴—

—《中央广播无线电台年刊》，收入了吴道一等有关广播的专文。 

    在国民党统治区，30－40年代广播事业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对广播的研究进展迟缓。其成果可分为三种情

况：一种是少数专家学者在其无线电史、交通史、新闻史著作中对广播的论述和记载。而关于广播的著作只有《无

线电播音》、《广播常识》等几种常识类的小册子，此外，还有一些广播期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另一种是国民党

广播机构及其负责人（如吴保丰等）对广播事业调查所编印的专刊、专文，如《十年来的中国广播事业》、《广播

事业》等。第三种是少数作家如鲁迅、茅盾、叶圣陶等对广播节目的评述。1946年胡道静的《新闻史上的新时代》

较早地涉及到广播电视新闻的发展过程。 

    在日伪占领区，40年代初出版了两本伪满《放送年鉴》（1939年版、1940年版）。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

1940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在延安诞生。在解放战争期间，1946年温济泽起草的

《新华总社语言广播部工作细则》中即提出语言广播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的三项任务，第一即研究语言

广播；其次才是编写稿件、指导播音。解放区对广播的研究是同如何办好人民广播，总结经验教训以及介绍解放区

广播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阶段，曲折前进（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对广播电视的研究）
 



从50年代初期至“文革”前，中央广播事业局先后召开的九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所形成的文件和有关负责人的

报告、讲话、文章，是对广播事业发展的记述和基本经验的总结，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对广播电视理论、历

史和业务研究的成果，在此期间，对苏联广播工作经验的研究和各种专题研讨会的举办，有助于推动广播研究工作

的开展。1955年中央广播局创办《广播业务》，至“文革”前夕先后出版了百期，代表了当时对广播电视研究的成

果及水平。1958年，中央广播局成立研究室，开始比较系统地收集、整理广播文件、史料和译介外国广播电视材

料，除继续承编《广播业务》外，还编印了《广播工作文献集》（一）《广播业务译丛》3期。 

    1959年，北京广播学院的成立，标志着广播电视研究迈上新的台阶。广播学院新闻系依照综合大学新闻系的一

般构架，设置了新闻理论、广播史、广播业务、播音、文艺和摄影等教研室（组）并开设相关课程，在新闻学的框

架内开始了广播电视的教学工作，并结合教学需要开展研究工作。前述中央广播局原研究室也并入新闻系，继续编

印《广播业务》和《广播电视参考资料》。大学新闻系设有研究室在当时仅此一家，副院长左荧兼新闻系主任和研

究室主任。 

    在康荫、温济泽、高而公等“老广播”的带领下，一批大学毕业的青年教师开始了广播电视的教学研究工作，并

得到了中央广播局、中央电台及部分地方电台的支持，短短五、六年中，初步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编印成书的有

《中国新闻广播文集》（上、下册）、《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大事记》（草稿）、《陕北台范文选》《广播稿选》

（第一集）、《新闻工作与语言》、《马恩列斯论报刊·列宁论广播》、《毛泽东同志论宣传工作》、《大跃进广播

稿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广播电视事业概况》、《社会主义国家广播电视事业概况》等。未印成书的有《广播

概论》、《中国广播史稿》等。 

    60年代初期，受“左”的思潮影响，曾对一些教材作过错误的批判，影响了广播电视研究的进展。“文革”前

夕，《广播业务》停刊。“文革”初期，广播学院停办。“文革”期闻，极“左”思潮泛滥，大批判横行，正常的

广播电视研究中断，仅对延安（陕北）台的历史调查取得了新进展。“文革”后期，1973年广播学院恢复，教学研

究工作重新启动。 

    第三阶段：恢复成长（改革开放以来至80年代末对广播电视的研究）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广播电视事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景象。
 

1980年举行的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广播电视工作的基本经验。1983年举行的第十一次全

国广播电视的工作会议提出了立志改革、开创广播电视工作新局面的历史任务。     

    适应总结历史经验和开创广播电视工作新局面的需要，广播电视研究工作迅速开展起来，以1986年中国广播电

视学会成立为标志，可以作为前后两个阶段。1986年以前，广播电视研究除广播学院外，基本上处于分散状态。 

1980年，广播学院进行学科调整，原新闻系重新组建为新闻系、播音系、文编和电视系，并成立新闻研究

所。结合教学需要，广播电视的研究开始突破新闻的框架，向建立广播电视学迈出了第一步。此前，1979年广播学

院开始招收新闻学专业广播电视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同年9月，《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创刊，l981年新闻研究所创办

《新闻广播电视研究》（198l—1989）。由新闻系主持的解放区广播调研工作开始，根据调研结果，经中宣部批

准，从1980年开始，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纪念日由1945年9月5 日更改为1940年12月30日。1983年7月，广

电部政策研究室和北京广播学院等在长春联合召开了第一次中国广播电视史座谈会，《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写

工作启动。1985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首届年会在北京召开，《年鉴》编纂工作启动。l986年，广播学院、广

电部政研室先后在北京、庐山分别召开解放区广播史讨论会和首次广播电视学研讨会。 

    l986年10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在北京成立。温济泽在大会发言中建议把广播电视研究从新闻学的框架中分离出

来，建立独立的广播电视学，并形象地说，在新闻学母体中孕育的广播电视学已经成熟，欢呼广播电视学婴儿的诞

生。 

    80年代后期可以说是广播电视研究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其标志性事件有：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并组建了第一批专业研究委员会（现已增至30 多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

建立了省级学会并组建若干研究委员会（组）；该会主办的《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于1987年创刊，并主持编写《中

国广播电视学》； 

——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由广电部主持编写的《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上下册）于1987年3月出

版；  

——根据国务院决定，由各省级广电厅局主持的本地广播电视志编纂工作启动；    
 

    ——北京广播学院有关系所主编的第一代原创性广播电视教材（1986年）和第一部广播电视专业辞典（1989

年）问世。 

    ——北京广播学院、广电部政研室主编的首卷《中国广播电视年鉴》 （1986年版）于1987年出版。
 



——一些综合大学的新闻院系开始设置了广播电视新闻专业，中央三台和部分省级广电局、台成立研究室或

（广电）史志办公室。 

第四阶段：走向成熟（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对广播电视的研究）
 

90年代以来，广播电视学术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批以中老年为主的具有高中级职称的专兼职的广播电视研究队伍已初步形成；广播电视的研究从分散、个体为

主逐步走向有组织、有计划的课题性研究为主；广播电视科研成果已初步构建起广播电视学的框架，学术论著的评

奖活动已走向规范化，1992年召开了全国广播电视研究工作会议，2000年国家级高校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在北京广

播学院建立，与此同时，广播电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已逐步得到社会的认同： 

第一，1992年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把“广播与电视”列为“新闻

学与传播学”学科范围的二级学科，下设“广播电视史”、“广播电视理论”、广播电视业务（包括广播电视采

访、写作、编辑等）、“广播电视播音”和“广播电视其他学科”等三级学科：同时在“文艺学”学科范围内将

“广播电视文艺”与戏剧、戏曲、电影等并列为三级学科。 

第二，1997年3月出版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编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

其中《新闻学》章节内论及广播电视研究时称：“90年代以来，广播电视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研究进展迅速，

但由于起步较晚，理论方面还比较薄弱”（见该书第690—69l页）。 

第三，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颁布的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中，在艺术学一级学科的范围内

首次列入“广播电视艺术学”。 

第四，1998年，国家教委颁布的本科生专业目录中将“新闻传播学类”内的与新闻学专业、广告学专业等并

列的“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改称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同时在艺术类内设有“播音主持艺术”、“广播电视

编导”等专业。 

     第五，2002年经国务院学位办同意，复旦大学将广播电视学列入“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范围内自主设置的学

科、专业”之一，该校徐培汀教授主编的《20世纪的新闻学与传播学》中已将广电学列为独立学科加以评述。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至此，广播电视有学、无学之争，已告一段落，广播电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地位业已

确立。 

二、广播电视学的界定、对象和学科体系及其特点
 

    广播电视学是研究广播电视传播活动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
 

    就广播电视传播活动来讲，大致包括传者（广播电视台）、传什么（宣传、节目、编采播等）、用什么传（技术

设备）、怎么传（管理）以及受者（听众、观众）等方面的内容。据此，广义的广播电视学应包括广播电视宣传学

（广电新闻学、广电文艺学等）、广播电视技术学、广播电视管理学和广播电视受众学等。 

    狭义的广播电视学指建立在新闻传播学基础上的广播电视学，主要包括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广播电视实务研究、

广播电视史学研究以及某些交叉性的学科（如广电心理学、广电法学、广电经济学、广电广告学等）。 

    也有学者将广播电视学的研究分为五大分支学科，即广电节目学、广电受众学、广电传播工程学、广电管理学和

广电史学等。 

    还有学者认为，广播电视学的研究对象应以广电节目为中心，分为5个层次，即：
 

    第一层次 广播电视节目研究——广电节目学（采、编、播、导或广电新闻学、广电评论学、广电文艺学、广电播

音学、广电广告学）； 

    第二层次 节目的制作和接受研究（广电人才学、广电受众学）；
 

    第三层次 广播电视台研究（广电管理学）；
 

    第四层次 广播电视系统研究（内部纵横关系、体制、运行机制等也属广电管理学）；
 

    第五层次 广播电视与外部（国内、国际）环境关系的研究（广电社会学、广电文化学、广电法学等）。
 

    以上五个层次的研究均含有基础理论研究、基础应用研究和历史研究三个方面。
 

    我从事广电史教学研究工作40多年的经历和体会认为，广电史的研究既是广播电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广电学研究的基础。在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和建立过程中，其史学研究往往走在其他分支学科的

前列。 



    衡量一门独立的学科一般来讲应有三个条件，即：
 

    第一，是否有特定的研究对象；
 

    第二，是否构建起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
 

    第三，是否能与其他学科划清界限。
 

    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的广播电视学的特点有三：
 

    第一，时代性。我国的广播电视学形成于20世纪和2l世纪之交，适逢我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

期。 

    第二，实践性。广播电视学应是源于实践，高于实践，而又能指导实践，办好节目，吸引受众，发挥其应有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三，综合性。广播电视学的研究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如：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法学、文艺学、经济

学、心理学等以及某些自然科学如传播科技等的诸多方面。它的研究过程是多学科的交叉、综合的结果。 

三、广播电视研究队伍和主要成果
 

    20多年来，广播电视研究蓬勃发展，已逐步培养和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专兼职的具有高中级职称的广播电

视研究队伍。这支研究队伍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力量组成：     

    第一，以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为代表的包括一批综合大学新闻院系中从事广播电视教学研究的人员

（含在读的博士生、硕士生）； 

    第二，以国家广电总局、中央三台的研究机构、史志办为代表的包括一批省级广电厅局、台的研究室和史志办的

专兼职的研究人员； 

    第三，以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学术部及30多个专业研究委员会为代表的有关广电学术团体的专兼职研究人员。    
 

此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及部分省级社科院新闻研究机构中的专兼职从事广播电视研究的人员等。
 

正在广播电视第一线从事编、采、播、录、导等工作，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的高中级职称人员中具有的潜在研

究能力正逐步显现出来。 

2001年，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在全国广电系统中首次评选出“十佳百优”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100名，2004年

第二届评选中从广电系统及部分高校中评选出十佳百优110名。 

综合20多年来广电学的研究成果，除广电刊物发表的学术性、业务性文章及研究生论文外，以专著、教材、工

具书形式出版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 

第一，广播电视学基础及应用理论类，主要有：
 

80年代出版的有：康荫著《新闻广播学研究》（1982年）、裴玉章著《荧屏前后》（1983年）、苑子熙著

《新闻广播电视学——理论与应用研究》（1985年）、李宜著《怎样做好广播编辑工作》（1985年）、康荫编著

《广播学基础》、刘志筠编著《电子新闻——广播与电视》、13所大学新闻系教师编著《应用广播学》、鲍祖安著

《广播受众学简说》（以上1988年）、王珏编著《新闻广播电视概论》、广播学院新闻系主编《实用广播电视新闻

学》、陆锡初著《广播编辑》、张舒著《录音报道》、林兴仁著《实用广播语体学》等（以上1989年）。 

90年代出版的有：闫玉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学》、周鸿铎著《广播电视经济学》、刘树林等主编《电视文艺

学》、吴信训著《实用电视传播学》（以上1990年）；刘炘著《电视意识论》、方亢等著《中国电视新闻学》、陈

志昂主编《电视艺术通论》（以上1991年）；武子芳等主编《中国广播电视管理学概论》（1992年）、广播学院

电视系主编《中国应用电视学》、刘志明著《电视学原理》、杨伟光主编《电视新闻分类与界定》（以上1993

年）、张君昌编著《应用电视新闻学》（1995年）、张骏德著《现代广播电视新闻学》 （1996年）、杨伟光主编

《中国电视专题节目界定》、苗棣等著《电视文化学》、苗棣《电视艺术哲学》、曹璐等著《卫星电视传播》（以

上1997年）、杨伟光主编《中国电视论纲》、宋友权著《中国广播受众学》、涂光晋著《广播电视评论学》等（以

上1998年），朱月昌《广播电视广告学》（2000年）等。 

播音学基础及应用理论方面著作有：张颂著《播音基础》、徐恒著《播音发声学》（以上1985年）；吴郁主

编《播音学简明教程》（1988年）、陆锡初等著《节目主持艺术通论》（1998年）、祁芃主编《播音心理学》

（1992年）；张颂主编《中国播音学》（1994年）等。 

21世纪之初出版的有：朱羽君等《电视采访学》、饶立华等《电子新闻教程——广播与电视》、周小普《广播

新闻与音响报道》、吴郁等《广播电视新闻语言与形体传播教程》、周鸿铎《广播电视经营概论》、《广播电视产



业集团》、陆地《中国电视剧市场》、《中国电视产业发展模式》、罗霆《中国电视产业经营与体制创新》、胡正

荣《媒介管理研究——广播电视管理创新体系》、杨伟芬主编《渗透与互动——广播电视与国际关系》、张振华主

编《中国广播电视新论》等。 

第二，广播电视史志类著作有：赵玉明著《中国现代广播简史》、左漠野主编《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上、

下册）、《梅益谈广播电视》（以上198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史》（1987年、2000年）、郭镇之《中

国电视史》（1991年、1997年）、艾知生等主编《改革开放辉煌成就十四年，广播电影电视卷》、艾知生著《广

播影视工作谈》、于广华主编《中央电视台简史》（以上1993年）、陈飞宝等《台湾电视发展史》、赵玉明《中国

广播电视史文集》（两集），钟艺兵主编《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以上1994年）、康荫《往事五十年断忆》

（1966年）、吴素玲著《中国电视剧发展史纲》、张振东等主编《香港广播电视发展史》、杨正泉著《我与广

播》、《中国电视报发展简史》（以上1997年）、杨伟光主编《中央电视台发展史》（1998年）、赵玉明主编

《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上卷）（以上2000年）、《改革开放中的广播电视（1984—1999）》（2001年）、艾

红红著《中国广播电视史初论》（2002年）、徐光春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2003年），赵玉明

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上下卷，2004年）等。 

吉林、湖北、陕西、山东、河南、河北、新疆、云南、青海、黑龙江、四川、湖南、安徽、辽宁、山西、广

东、江西、贵州、上海、广西、江苏、福建、内蒙古和天津等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相继出版了本地的广播

电视志（1991—2004年）。 

近年来先后出版的纪念性文集有：《周新武纪念文集》、《永恒的纪念——温济泽纪念文集》、《艾知生纪念

文集》、《怀念吴冷西》和《八十年来家园——梅益同志纪念文集》等。 

    第三，广播电视工具书：《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86年版为首卷，已出1986—2006年共20卷）、《中央电

视台年鉴》（1994年版为首卷，已出1994—2006年共13卷）、《中国广播电视史料选编》（共8册，1987

年）、赵玉明主编《广播电视简明辞典》（1989年）、王云缦等《电视艺术辞典》（1991年）、赵玉明等主编

《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1994年）、赵玉明等主编《广播电视辞典》（1999年）和《中国广播电视人物辞

典》（2000年）等。 

第四，广播电视系列教材、丛书：广播学院电视系《电视节目制作丛书》（共15种，1987年）、中央电视台

《电视丛书》（共12种，1993年）、中央电视台《跨世纪电视丛书》（共10种，1998年）、广播学院新闻系

《广播电视新闻系列教材》（修订本，共10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60年丛书》（共5种，以上2000年）、中

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广播丛书》（共10种，2001年）等。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从1988年起每两年举行一次全国广电学术论文评选，目前已举办8届。从1990年起每四年

举行一次全国广电学术著作评选，目前已举办4届。 

概括以上广电研究成果，可以说已经基本上搭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学的框架和学科体系，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广播电视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的性质、任务和作用，在认识上突破了过去

“左”的错误观念，如“广播是阶级斗争工具”等。根据中央已将广播电视列入第三产业的范围，探讨了广播电视

的双重或三重属性的问题，即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喉舌功能，同时又有经济属性、产业功能，具有文化属性，娱

乐功能。并且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第二，在广播电视应用理论研究方面，20多年来广播电视节目的多次重大改革为广电应用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

地，研究的热点问题层出不穷。如：广电舆论导向、广电舆论监督、各类节目改革、节目主持与播音、热线电话、

广电经营管理、广电广告、广电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等，都有新的成果不断出现。 

第三，在广播电视决策管理研究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的课题，如：广电受众调查，已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只靠

受众来信被动调查的局面，开始运用传播学的调查系统和方法，多次开展全国性的听众、观众调查；并取得了可喜

的成果，为广电节目的下一步改革提供了切实可信的依据。又如，广电发展战略的研究，探讨了世纪之交我国广电

的发展趋势，应对境外卫星广播电视的挑战等问题，均有了初步的成果。 

第四，在广播电视史志研究方面，已在中国现代广播史、中国当代广播电视史、地方广播电视史志等几个领域

出现一批代表性的成果，为探讨中国广播电视发展的历史规律和总结广电工作的历史经验做出了贡献。 

广电研究可以说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显学，甚至连新闻传播学的第一个博士后的课题也是电视产业研究。

广电行业有一句流行语叫“热运行、冷思考”。广电宣传是以时、分、秒来计算的，以往第一线的人员只管“当

天”，不顾“当代”的状况，今天从领导层起已有了很大的改变。原广电部部长孙家正同志在1994年的一次讲话就

很有代表性。他说：“广播电视事业的迅猛发展与理论建设、队伍建设、法规建设的滞后形成明显的矛盾。作为事

业要长远发展，有序的发展、科学的发展，亟需理论的支持……对我们系统来说，就是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广播



电视学。”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于1999年、2003年先后制定了《1999——2002年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规划纲要》和

《2003——2007年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规划纲要》。两次《纲要》的制定和实施，对广播电视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和推动广播电视学科建设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本文为2002年5月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系专题讲座的讲课提纲，2004年10月略加补充而成，原载中国传媒

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新闻传播学前沿2005》，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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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V & Broadcasting are new media appeared in 20th centu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V & Broadcasting, the study develops also. After 80 years study, especially more than 

20years after open and reform, TV & Broadcasting Theory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emerges step by step to become a new subject. The article reviews the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TV & Broadcasting, and makes a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its theory, object, character and 

subjec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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