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电视节目市场概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电视节目市场概论>>

13位ISBN编号：9787811271669

10位ISBN编号：7811271664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时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作者：宋蕾

页数：29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电视节目市场概论>>

内容概要

作为中国传媒大学的本科始创专业之一，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文艺编导方向）的教学已经有半个世纪
的历史了。
它从建立之初就定位于：培养具有较高综合素质、具备广播电视节目编导、策划、创作、制作等方面
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具有宽广的文化艺术知识，具备较高的政治水平、理论修养和艺术鉴赏等方面的
能力，熟悉党和国家宣传政策法规，能在全国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和文化部门从事艺术类广播、电视栏
目、频道策划，节目编导制作，文字撰稿，音响设计制作以及文艺类节目主持人等方面的广播电视艺
术学科的高级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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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中国电视制度变迁　　第一节　中国电视制度变迁　　任何国家的传媒制度总是服务于
传媒的基本性质，传媒的基本性质又受到当时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制约。
以此为基本逻辑，北京大学博士钱蔚女士在《政治、市场与电视制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一书中，以1978年为界，分两段对我国电视制度变迁做了精彩论述，本节对该书中的主要内容作出了
概括和延伸。
　　一、l 958年至l 978年我国的电视制度　　（一）1978年前传媒的基本性质　　从1949年到l978年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近30年时间里，中国政治与经济大环境有两个特点：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
体，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政治上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全民政治化，政治运动
频繁，是一个“全能主义政治”的时代。
这两个基本特点直接影响了当时传媒的性质。
　　我国对传媒性质的界定主要体现在最高领导人的指令和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中。
194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明确指出：“报纸刊
物与通讯社是一个阶级、党派和社会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不是生产事业。
，，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关于传媒的定位本来已经有了正确的方向，可惜没有坚持下来。
　　1956年下半年，毛泽东等人对新闻媒介指责批评之声不绝于耳。
特别是1957年5月中旬，由党内整风运动转向反击右派，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
这样的大背景强化了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性质。
可以说经过1957年发动的反右派斗争和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新闻媒介彻底由传播媒介
转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中国电视诞生于1958年5月。
建台之初，中央广播事业局提出北京电视台的任务是：宣传政治、传播知识和充实群众文化生活。
然而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和极“左”的指导思想日益占上风，电视的多种功能也逐渐被单一的宣
传功能所取代，只有政治灌输，没有信息观念。
这集中体现在当时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在1958年第五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
他指出：“广播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手中用来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
武器。
它的任务是教育和团结全国人民，揭露和打击敌人，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当时电视代表党和政府说话的职能被无限放大，成了极“左”政治的“传声筒”，这样的状况持续
了2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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