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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繁荣社会科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也是社会科学研究在中国发展和繁荣的过程。
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这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于探索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增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着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集中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社会科学的生命在于创造，在于创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
新的世纪，新的千年，呼唤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呼唤着社会科学研究的突破和创新。
换言之，没有社会科学研究的突破和创新，也就没有社会科学真正的发展和繁荣。
理论贵在创新，创新需要勇气，需要智慧，需要执著的追求和艰辛的探索；理论重在创新，创新需要
有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理论功在创新，只有创新的理论成果，才能探索规律、把
握规律，才能启示实践、指导实践，才能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坚持理论创新，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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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内电视媒体制度变迁与绩效评估研究》旨在探讨在制度变迁背景下国内电视媒体的绩效评估
理论与实践。
之所以要在研究电视媒体的绩效评估的理论之前，强调对国内电视制度变迁的把握，是因为包括电视
在内的新闻媒体在我国的特殊性。
在传统上，我国的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舆论宣传工具，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其业绩只强调对
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的服务。
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社会整体转型的不断展开，我国的电视制度也发生了一些意味
深长的变化。
在不了解这种变化的前提下研究电视媒体的绩效评估，获得的成果势必隔靴搔痒，不得要领。
　　全书在形式上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在梳理了国内电视制度的变迁以后，细致探讨了国内
电视媒体绩效评估的特殊性、重要性及可行性。
在这个基础上，分电视节目（栏目）、电视频道、广电集团三个层次建构了三个绩效评估的理论框架
。
全书的第二部分，以江西省广播电视媒体运营的实际状况为研究对象，针对江西卫星电视频道和江西
省省市两级的广播电视台，撰写了两个绩效评估的分析报告。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至第六章。
第一章，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撮要。
制度经济学中的几代学者对人类社会制度的变迁做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是我们研究国内电视制度变
迁时可以借鉴的很好的思想资源。
本章对国内外制度经济学的学者们关于制度的涵义、制度的类型、制度均衡理论尤其是制度变迁理论
的认识，进行了总结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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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长久以来，我国的电视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在运动或者说潮流的氛围里成长的。
电视业的诞生就是在“大跃进”的运动风潮里。
1958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开始实验播出。
这个国内的第一座电视台的仓促出现，就时间和条件而言，显然是不成熟的。
在试播的当天，由于设备条件简陋，操作技术生疏，节目虽然简单，制作过程却像一场战斗。
除了纪录影片以外，其他的节目都是在黑白的摄像机前直接演播的。
当时简易的演播室里一片忙乱，播出过程还出现了故障，预先设计的分镜头计划也被打乱了，导演急
得满头大汗。
号称国内电视第一台的中央电视台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完成首次播出的，但是紧随其后就出现了一大批
省级电视台。
仅在1958年至1960年，就有上海电视台、天津电视台、辽宁电视台、安徽电视台、湖南电视台、江西
电视台、浙江电视台、山东电视台、福建电视台、陕西电视台、黑龙江电视台、四川电视台、山西电
视台、湖北电视台、吉林电视台、甘肃电视台、广东电视台、江苏电视台陆陆续续开始试验播出。
中央电视台都难免露出窘况，这些电视台当时条件的简陋更是可以想见，之所以能够成立，更多是源
于人们的一种高涨的激情。
　　电视台在国内的布局密度加大，遍地开花，也是在一阵风潮中完成的。
1983年3月，当时的广播电视部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
该会议的主题报告认为：两级办电视的政策已经不再适合形势的需要，今后凡是具备条件的省辖市、
县也可以针对当地的需要和可能开办电台和电视台，除了转播中央和省台的电视节目外，也可以自办
节目，覆盖该市县，这就是著名的“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广电事业建设方针
。
在这项方针的催生下，全国各地的电视台以一种非同寻常的速度发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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