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会诊中国电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会诊中国电视>>

13位ISBN编号：9787503927102

10位ISBN编号：7503927100

出版时间：2005年1月1日

出版时间：文化艺术出版社

作者：胡智锋

页数：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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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诊中国电视>>

内容概要

　　《会诊中国电视》是在博士生张国涛、杨乘虎的帮助下，把我十几年来公开发表的有关电视的文
字梳理了一遍，面对200多万字的著述，既有多年劳作的欣慰和成就感，也有无从下手的茫然，敝帚自
珍，真要下决心编成一本令自己满意的文集，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和国涛、乘虎等沟通商量多次，经过了4个阶段的处理过程，首先考虑把著作抛开，因为毕竟已经
成书，没有必要再次重复出现；然后考虑按照电视艺术学科的基本理论需求编出了“中国电视20讲”
的框架，更多着眼于电视艺术基础理论，但在框架形成后却发现其中的若干篇章已被多种著作和报刊
杂志引用，且在我2004年刚刚出版的自选集《电视的观念》一书中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此后
我们又讨论按照时间的、历史发展的顺序把不同时期的文字分别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篇目串联起来，
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见证中国电视的发展脉络，这个框架确定后我又仔细地浏览了拟入选的篇章，深
深地感觉到中国电视这十几年来发展速度之快、观念更迭之迅疾令人惊叹，七八年以前的文字也许对
于今天来讲，只有历史存证的意义，而现实的启示价值就显得不那么充分了。
最后，我还是忍痛割爱，决定把选取的时间限定在最近几年以内，在此范围内对发表的各类文字进行
梳理、整合，抽掉其中的纯学理性的文字，以动态的、基于电视艺术与传媒实践现实情状的观察、分
析、交流、评说为主要内容，最终形成了目前书稿的面貌。
我想这些文字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见证“转型期”中国电视的风云变幻，并为广大的电视传媒、电视
艺术的从业者和研究者的现实实践与理论探讨提供一些较为鲜活的、可资借鉴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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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智锋，男，1965年2月生，山东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8）。
先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获文学硕士、文学博士学位。
1988年到北京广播学院文艺系任教，历任讲师、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系党总支副书记，电视学院
党总支副书记兼系副主任，现任中国传媒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兼《现代传播》主编。
　　参加学术团体与社会兼职：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会长，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
国广播电视协会高校传媒研究基地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高教学会影视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
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理事，全国广播电视学刊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高校学报研
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记协新闻期刊学术委员会委员等。
　　先后获得首届北京市高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1992年）、首届“京师杯”“十大科技学术之星”
（1999年）、首届全国“百优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2001年）北京市“优秀教师”（2004年）等荣
誉称号，入选国家教育部首届“新世纪优秀拔尖人才支持计划”（2004年），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
“四个一批”人才（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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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开放度·本土化·传播艺术——中国电视引进节目特质探析中国电视法制节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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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刘：我想应该多谈一些体制问题、或者制度性的问题了。
我觉得1993年的改革，就像经济改革中的国企改革一样，实际上是完成了一种放权让利和承包制的问
题，制片人就相当于一个承包人，赋予一定的权利，同时也承担了一定的义务。
这样，微观单位放活了，宏观上也带来了整体性的突破。
但电视改革到今天为止，相对于报纸来说，电视机构还有几个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第一，在产权结
构上清一色的国有独资，导致了电视属性的事业和产业不分。
这个问题报纸领域已经逐步放开了，比如《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道》，他们的产权构成不能说
是私营资本，也不敢说是外资，但至少是国有多资，那么它就形成了一个利益均衡体，这样一个利益
均衡体，势必逼着媒体按照市场的属性和规则进行运营，逼着他们去吸纳人才、理顺机制，逼着他们
按照市场所需要的方向去设计内容、设计营销模式。
反过来，所有电视机构，因其是国有独资的产权结构，缺乏利益追求的动力与市场竞争的压力，所以
改革就非常难以推进。
第二，相对于报纸来说，电视没有享受到公平的国民待遇。
为什么呢？
报纸去年（2003年）已经取消了公费订阅，所有报纸都一视同仁地在市场上发行，而且除了两三家报
纸以外，报纸的事业属性已经被取消，都成了需要在市场上打拼的媒体。
这样的结果，大家也没发现报纸乱到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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