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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2009年对于中国来说是具有重要历史节点意义的年份，改革开放30周年和建国60周年接
踵而至，回首走过的这些岁月，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新月异的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体现在经济建设、文化和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特别是在经济建设上塑造了世所公认的中国模式
，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放眼世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与开启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撒切尔一里根时代的具有全球性的商业
化、市场化浪潮具有很多相似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那时起人类步入了市场经济时代。
而在2008年和2009年之交，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似乎给这种市场经济时代画了个句号，至少是
一个大大的问号，自由市场价值与放松规制政策面对极度疲软的经济形势再度失语，人们重提“市场
不是万能的”这一金科玉律。
同样，推行了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在这场经济危机的裹挟下好像一夜之间又回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时
代。
经济结构日益计划化，忘记市场化；社会结构日益人情化，远离规则化；文化环境日益盲目自信，忽
视了自省性。
在这种具有转折性的历史节点上，如何解决目前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涌现的问题和推动
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焦点和首务。
中国新闻传播业的改革与整体改革是同步的，从非核心业务与流通领域的大步伐地商业化、市场化和
资本化，到近两年对尚未完全市场化的传媒业的反思与政策安排上的收紧，折射出同样的矛盾与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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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2009年对于中国来说是具有重要历史节点意义的年份，改革开放30周年和建国60周年接
踵而至，回首走过的这些岁月，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新月异的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体现在经济建设、文化和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特别是在经济建设上塑造了世所公认的中国模式
，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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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此类历史性研究成果中A．Briggs的著作对于一个研究公共广播尤其是英国公共广播的学者是必
读书目。
他的代表性专著包括：《英国广播历史》(The History of Broadcast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共分四册
，分别是：《广播的诞生》(V01．1，The Birth of Broadcasting)(1961)；《无线的黄金时代》(V01．Ⅱ
，The Golden Age of Wireless)(1965)；《语言之争》(V01．Ⅲ，The War of Words 1970)；第四册分三部
分别有《广播发展时代》(The Age of Improvement 1979a)、《治理BBC》(Go．ruing the BBC 1979b)、《
声音与画面》(Sound and Vision 1979c)。
之后，在新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尤其是在推崇“市场自由主义”思想的撒切尔梅杰政府时代Briggs又开
始重新审视英国广播的发展历史，并完成了两部更具影响力的著作：《前五十年的英国广播公司BBC
》(The BBC：The First聊Years)(1985)；《竞争时代》(Competition 1955一1974)(1995)。
研究英国公共广播历史的后来学者们均参阅了Briggs的上述著作，因为Briggs的研究成果是在大量史实
的基础上完成的。
在他之前有若干研究著作也值得关注，其中一本是R．H．Coase写的《英国广播——对垄断现象的研
究》(British Broadcasting一4 Study on Monopoly)(1950)，一本是Wilfred Ahman写的《电视：从垄断到竞
争——从竞争到垄断?》(TV：from monopoly to competition——and back?)(1962)。
Coase更多的是从经济学的视角详尽地分析了英国广播公司建立的政治经济背景以及执照费制度确立的
历史条件，从而对英国公共广播体制的垄断地位做了事实性分析，尽管作者在书中没有表明自己的观
点，但正如作者本人所强调的：“我写此书的目的并非对英国广播垄断地位做个人判断，只希望为后
来的研究者提供帮助，使他们的讨论更为合理⋯⋯”①而Altman则从社会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50年代
独立电视公司(ITV)成立的社会背景以及英国公共广播双轨竞争机制的历史意义。
不同于Coase，Ahman在书中明确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认为ITV的形成对动摇BBC垄断地位具有决定性
作用，但对随后出现的ITV仅满足于迅猛增加的市场占有率表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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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我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目标与实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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