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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电视法制节目现状与发展研究》这本书讲述了近年来中国电视出现的一些法制类节目为研
究文本，在分析中国电视法制节目发展的历史及现状的基础上，探讨其开创20多年来的成功之处、存
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应对，揭示其发展层面的规律、方法与策略，并尝试探求未来创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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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媛，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讲师。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硕士、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博士。
曾先后在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担任播音员、主持人、记者。
在电视法制栏目工作期间，曾同时做主持人、策划、记者，在不同岗位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并因
此引发了对法制节目现状与发展的诸多思考，已发表相关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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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长沙电视台政法频道的引领下，很多地方电视台纷纷设立法制频道。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4年6月15日，全国共有8家电视台开办法制专业频道，其中包括5家省级台法制
频道和3家市级台法制频道。
省级台法制专业频道是：2000年3月开播的山西电视台法制·道德频道、2001年3月开播的黑龙江电视
台法制频道、2001年12月开播的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2002年1月开播的陕西电视台政法频道、2004年4
月开播的新疆电视台法制频道。
市级台法制专业频道是：1999年5月开播的长沙电视台政法频道、2001年5月开播的太原电视台法制频
道、2001年11月开播的烟台电视台政法文体频道。
在此之后，各地的一批法制频道纷纷开办，使法制频道的数量增至十余家，如大连电视台法制频道、
吉林电视台法制频道、新乡电视台法制频道、合肥电视台法制频道、洛阳电视台科教法制频道、徐州
电视台社会政法频道、贵阳电视台法制频道等。
2002年7月12日、13日，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山西电视台法制道德频道、黑龙江电视台法制频道、陕
西电视台政法频道、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青岛电视台、长沙电视台政法频道共同发起设立“法制频
道总监论坛”，并成立“七省市法制节目协作体”。
旨在就当前电视法制节目的现状、问题、对策和发展走向等进行交流探讨，并在一定范围内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加强频道建设，更好地为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在众多电视法制频道纷纷涌现之时，2004年12月28日，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取代了原有的“
西部频道”正式开播。
在国家级媒体建立专门的“社会与法”频道，显示了国家对于法制节目的重视以及社会的高度需求。
“社会与法”频道自我定位的核心理念是“公民、公正、公益”，行动指南是“关注法治中国，共享
和谐社会”。
该频道每天播出20个小时，主要节目形态有新闻、专题、访谈、电视剧等，主要有《中国法治报道》
、《大家看法》、《道德观察》、《第一线》、《庭审现场》、《法律讲堂》、《天网》、 《心理访
谈》、 《忏悔录》等14个栏目。
此外还开设了《天地剧场》、 《方圆剧场》，播放普法和道德类电视剧。
在公、检、法、司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凭借自身的高起点和巨大的感召力，汇集长期积累的已
有传播资源和各地方电视台法制频道提供的资源，形成了覆盖全国的法制资源占有优势，极大地推进
了国家的法制建设、道德建设和国民法律素质的提高。
从地方电视台法制频道到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这些法制专业频道的建立和运作，为法制节目支撑一
个频道提供了例证，对于中国电视法制频道的专业化发展，对于我国电视传播业的改革具有开拓性和
指导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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