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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播电视研究回顾与思考 

广东广播 电视研究与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同行 。 

与广东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同步，在近二十年的发展中， 

坚持前沿探索并取得丰硕的成果，值得回顾。同时 ， 

当今广播电视产业化数字化全球化，给理论研究提出 

更多课题 ．广东广播电视研究如何站到学术最前沿， 

值得思考。 

一

、 回顾：从业务探讨到学术研究 

广东广播 电视研究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 

段： 

第一阶段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中期，是 

广东广播电视快速发展阶段 。也是广东广播 电视研究 

的起步阶段。在业界，省广电厅方亢主持的 《岭南广 

播电视文化 的特色及发展》被列入广州市社会科学 

“八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在学界，暨南大学李子先 

的 《电视摄制学》 (1989年 )、黄匡宇的 《电视新闻 

学》 (1990年 )，广东省新 闻学会会长方亢等人的 

《中国电视新闻学》 (1991年)等均为国内最早的广 

播电视专著之一。1986年 12月 15日广东珠江经济广 

播电台开播．广播电视改革为学术研究提供很好的土 

壤。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总结新闻改革经验，为构建 

广播电视新闻学作出开拓性的研究工作。但总的来看， 

理论研究还是远远滞后于广电实践。 

第二阶段 ： 1996年至 2004年，即世纪之交 ，广 

东广电业发展进入结构调整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 

点 ：一是从垄断经营过渡到适度放开经营 。截止到 

2004年，已有 8个境外频道合法落地，在全国率先形 

成适度开放的广电竞争格局。二是网络数字新技术直 

接冲击传统运营模式。三是面对市场变革，进行产业 

结构调整。广东广电业的变革与发展给学术研究提供 

了样品和驱动。使广东广播电视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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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出版不少学术专著。在学界有：暨南大学黄匡 

宇的 《理论电视新闻学》 (1996年)，广州大学应天常 

的 《节目主持艺术论》 (1999年)等；在业界有：李 

东的 《广播节目策划论》 (1999年)、谭天、王甫的 

《电视策划学》 (2001年)、 蔡照波 、肖纵的 《中国电 

视新闻评论类节目发生和发展探微》 (2003年)等。 

其中 《理论电视新闻学》、 《广播节目策划论》、 《电 

视策划学》等均为我国该领域的首部学术专著，受到 

广播电视界和新闻学界的高度评价。与此同时，暨南 

大学与广州大学都出版大量广播电视方面的专著与教 

材。为广播电视教育和视听传播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2、发表大量学术论文。1996年 9月由广东 、海 

南、广西、广帅『和深圳五台合办的 《南方电视学干0》 

创干 ，该干0还举办 “中国电视南方论坛”和 “南方 

杯”优秀电视学术论文评选等一系列学术活动。~L n,t， 

广东广电人也开始在中国视听传播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其中孙孔华、谭奋博撰写的 《频率专业化——广播与 

时俱进的必由之路》获中国新闻奖论文评选一等奖， 

谭天撰写的 《中国电视呼唤名记者—-----兼论电视新闻 

记者的角色定位》获全国优秀电视论文一等奖 ，均以 

其前瞻性受到广电界的关注和好评。 

3、学术活动逐渐活跃。1996年 9月，在广州举办 

了 “中国广播改革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主要研究以 

“珠江模式”为代表的广东广播改革。由广东、广州、 

深圳 、海南和广西五家电视台联合举办的 “中国电视 

南方论坛”荟萃国内知名专家学者 ，成为我国电视研 

究两年一度的高峰论坛，广电产业化集团化数字化、 

境外电视等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 

这一阶段的研究不仅表现为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 

质的飞跃 ．在研究层次上实现了从经验性到学理性， 

从微观实操到宏观战略的飞跃，说明广东整体研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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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 ：2004年以后，广东广电开始步入产业 

发展转型阶段。根据国家推动文化产业体制改革以及 

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全省广电行 

业开始深化体制改革。科研重视程度提高。科研经费 

逐年增加，广东广播电视研究形成了以项目研究为主 

的新阶段。 

1、课题研究：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主要有： 

谢毅主持的 《外资电视频道的发展及其对广东地区的 

影响》，谭天主持的 《广东电视内容产业建设与发展研 

究》等；中广学会课题有：区念中主持的 《境外电视 

落地后对广东电视传媒生态环境的影响与对策》，谭天 

主持的 《电视评论节目基本特征分析及多样化发展研 

究》等 ；其他省部厅级课题有关视听传播方面也逐渐 

增加。对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也开始了，暨南大学与 

赛立信合作的 (2oos年中国广播研究报告》、南方电视 

台与尼尔森合作的 《收视率分析与电视台运营决策》 

等专著相继出版。 

2、学术活动：这一阶段学术交流十分频繁．不仅 

有广东省广播电视学会组织的学术活动，而且还有新 

组建的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举办的 “南方传媒高级 

论坛”；业界与学界合作的有，暨南大学与佛山传媒集 

团联合举办 “都市化与佛山传媒高峰论坛”；与境外合 

作的有，鳃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与香港树仁学院在 

香港联合举办 “新世纪中文传播论坛”；此外，还有华 

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举办的 “2005南方传媒高 

峰论坛”。 

3、形成中心：2005年广东省广播电视学会易名为 

广东省广播电视协会 ，转变职能 ，更 有利于组织全省 

科研力量 ，形成一个广播电视研究中， 。协会高度重 

视和利用高校这一重要科研力量，注重业界与学界的 

联动。全省已有近 2O所高校开设新闻专业 (其中不少 

是广播电视新闻学，还不包括艺术类的影视专业)，暨 

南大学、深圳大学、广州大学 、华南i哩工大学和汕头 

大学相继获得新闻学或传播学硕士授予权 。2005年暨 

南大学还获得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并组建视听传 

播研究中心。广东，有望成为我国广播电视研究的一 

个重要基地。 

二、思考：机遇·挑战·突破 

节 目研 

究——广播电视产业研究 ；从研究方式来看经历了： 

描述性研究——论述性研究——项 目研究，呈现了从 

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整体 从经验到学理等若干发 

展轨迹。但同时也可以看出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学术 

研究活动还比较分散，虽然在暨南大学等高校初步形 

成了一个学术研究基地，但 目前还不足以在国内外学 

术界发出强音；二是学术成果发表平台的缺失，由于 

广东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不但没有核心学术期刊．甚 

至没有一份拥有全国公开发行刊号的，因此学术成果 

难以得到很好的传播与推广 ；三是在境外电视的冲击 

下，广东广电业比报业发展相对落后．与其近邻湖南 

电视相比也显得逊色，由此也影响着广播电视的理论 

探索，其实此时正需要广播电视研究的促进。 

展望未来 ，我们面对广播电视数字化和视听传媒 

产业化的发展机遇，广东广播电视发展正面临着理论 

支撑和研发支持的巨大挑战，对此笔者认为我省广播 

电视学术研究要在i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是明确学 

术研究方向，至少可以选取三个重点研究方 向：基 

础性研究、前瞻性研究和特色研究，即耍在视听传 

播规律 、数字媒体与内容产业 、境外视听传媒研究 

等重大课题上取得突破 ；二是加强各方合作与交流， 

目前业界与学界的合作大多仅限于蜻蜒点水式的节 

目研讨和创优层面的评奖 ，深入 、长期 、全面 、有 

效的科研项 目合作仍然十分欠缺 ．同时要加强与国 

内外的学术交流，扩大学术视野，提升广东广播电 

视研究的档次 ；三是引起重视．加大投入。做好规 

划 ，组建学术团队和建立研究中心。我们不但要加 

强重点课题研究，同时要注重研究成果推广。研究 

真正做到学科发展与传媒做强的互动 ．改变广播电视 

理论滞后实践的被动局面。 

广东是中国唯一有境外电视频道公开落地的省份 ． 

2006年 4月 11日，澳亚卫视经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 

局批准在广东落地，由此成为在广东境内合法落地的 

第9个境外电视频道。与境外电视的竞合关系更为紧 

密，可以说广东已成为我国传媒改革开放的试验区。 

由此广东省理应成 为我国广播电视研究的学术前沿 ． 

广东新闻界和广电界应该有更大 的作为。更丰硕的成 

果，为中国传媒业为广东文化大省建设和中国新闻传 

播学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综观广东广播电视研究的发展。从研究层面来看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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