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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闻联播》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王牌栏目。
自1978年元旦正式开播以来，该栏目以每日相对固定地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活动及国内重要会议
、各行业进展和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全景式扫描”，实践着“发布新闻，传达政令，介绍各条战线的
新成就、新发明、新创造，宣传各地涌现的先进人物和创造的先进经验，报道发生在世界各地的重大
新闻事件”的宣传意图，是目前覆盖率和收视率最高、影响最大的电视新闻栏目。
　　本书追源溯流，详尽梳理了《新闻联播》30年发展进程。
首先是对它的其前身——《电视新闻》给予了充分关注和较为深入的分析；其次是对《新闻联播》开
播至今的两个历史阶段进行了系统考察。
同时，本书还注意把《新闻联播》的发展、变迁置于中国电视新闻乃至中国社会的整体变迁中加以思
考，力图突破一孔之见，在一种更为广泛的视野之内观照这一栏目存在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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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艾红红(1970)，山东莒县人。
先后毕业于山东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硕士学位)和北京广播学院新闻学专业(获博士学位)，曾
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现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有专著《新时期电视新闻改革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史初论》，以及参著《中国广播电视图史》(任
副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中国广播电视新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传播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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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一、写作缘起二、文献综述三、本书的目的、意义及方法上篇第一章　寻根溯源第一节　《电视
新闻》的栏目定位和内容设置一、栏目定位二、内容设置第二节　《电视新闻》的节目样式与运行机
制一、移植《新闻简报》的节目样式二、借鉴广播新闻的运行机制和播音风格第三节　《电视新闻》
产生的时代背景第二章　借势扬名(1978－1992)第一节　《新闻联播》创办初期的发展机遇一、系统
内部建设二、政治推动三、电视普及第二节　栏目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及改进思路第三节　观众眼中的
《新闻联播》第三章　“链接”市场（1993年至今）第一节　“标王”与“品牌的力量”一、“标王
”浮沉记二、“标王”的卖点是《新闻联播》观众群第二节　“标王”背后的电视市场博弈一、地方
台突围二、中央台革新三、《新闻联播》的“市场化”疑云第四章　遭逢新媒体第一节　新媒体崛起
，《新闻联播》受冲击一、新技术、新媒体对《新闻联播》的冲击二、网民眼中的《新闻联播》第二
节　谁没有《新闻联播》情结？
下篇第五章　《新闻联播》的取材特点第一节　《新闻联播》的常规内容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活动
及国内重要会议二、经济、科技等各领域的进展与成就第二节　《新闻联播》的取材偏向一、围绕党
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做选题二、以正面新闻信息为主第六章　《新闻联播》的叙事风格第一节　《新闻
联播》的叙事主体一、叙事主体的视域设置－全知叙事二、叙事主体的角色认知－国家叙事三、叙事
主体的“形象”代言－播音员第二节　《新闻联播》的叙事结构一、言语语篇的主体性、书面化和自
足性二、画面语篇(图像)的辅助性和常规化三、节目编排的意识形态性第七章　《新闻联播》的价值
体系一、政治性二、导向性三、权威性第八章　《新闻联播》的发展路向（代结语）第一节　“路径
依赖”、“诺斯悖论”与栏目变革的可行性分析一、制度经济学视角中的《新闻联播》二、革新是《
新闻联播》未来发展的必然路径第二节　栏目未来发展初探一、反思全国联播制度二、扩充价值体系
三、优化新闻内容，改进话语方式主要参考文献（按出版年月排列）附录一　有关《新闻联播》的重
要文件、规定一、广播事业局关于各人民台联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的规定二、中央宣传部转发“
广播事业局关于组织地方人民广播电台承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集体记者的决定”三、中央广播事业局
《集体记者工作试行条例》电视新闻工作细则四、中共中央宣传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关于地方广播
电台、电视台必须完整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节目的通知》五、广播电影电视部《关于
制止部分地方电视台切换中央电视台广告的通知》附录二　《新闻联播》大事记附录三　国外电视“
新闻联播”管窥一、前苏联二、朝鲜三、越南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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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电视台的王牌栏目。
自1978年元旦正式开播以来，该栏目以每日相对固定地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活动及国内重要会议
、各行业进展和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全景式扫描”，实践着“发布新闻，传达政令，介绍各条战线的
新成就、新发明、新创造，宣传各地涌现的先进人物和创造的先进经验，报道发生在世界各地的重大
新闻事件”的宣传意图，是目前覆盖率和收视率最高、影响最大的电视新闻栏目。
从其所发挥的社会功能看，由于栏目所处的特殊地位和独特的运作方式，使得《新闻联播》成为这个
日渐多元的转型社会中“共享”程度最高的文化产品之一。
在每晚固定收看这一栏目的人群中，既有国家政要，也有乡野黎民，既有商界巨贾，又有市井百姓。
作为国家电视台的核心新闻栏目，它“对内代表党和政府，对外代表中华民族”的宏大主旨和以发布
最新、最权威的时政新闻为主打的内容组合，使得栏目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中国政局和经济运行环境变
化的“传感器”，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普通人窥探权力阶层的窗口，又是“当下”处境中的中国人在
公共场合表达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学习范本，是他们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跨越可资参照的一面镜子
。
在东西差距、南北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以及民族差距悬殊的中国，《新闻联播》在整合社会意
识、促进民族国家认同和指导社会政治生活方面的意义和价值都是不容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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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新闻联播》研究”本是我承担的山东大学的一项青年教师成长基金项目，后来成为我在中国人民
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的题目。
本书即是在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我于2004年9月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2006年10月出站，历时两年余。
回顾这段经历，即使是删繁就简，不能回避的仍然是一连串的感谢。
首先，自然是感谢导师方汉奇教授，感谢方先生的海涵，感谢方先生多年来的提携和帮助。
同时，也感谢人大新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站长陈力丹教授和人大新闻学院的领导们，感谢他们的诸多
体谅。
2004年，我于9月6日前往人大报到。
10月20日女儿官璞就降生了。
可爱的女儿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说不完的欢乐，同时却也给我的博士后研究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在她哇哇的哭声里，在她的蹒跚迈步中，在她的咿呀学语中，时光成了碎片，思维刚刚看到珠的雏形
却忽然又断了线。
在这样的境况下，我的报告只好一拖再拖，迟迟画不上句号。
如果不是人大新闻学院的“最后通牒”，我恐怕至少还要拖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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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闻联播〉研究》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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