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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与发展，而今中国步入了一个全向度发展的新时期，这不仅仅体现在广播电
视业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更体现在制度理念上要将公平置于首位。
关注公平及由其带来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现阶段或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
建构的首要问题，也是本书讨论的主要问题。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其背后的制度安排和理念更加复杂而深刻，同时目前中
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尚处于建构的过程中，研究这个话题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也就是说研究中国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更多的是对政策变迁、现实运作等实践的经验总结与参照国际通行模式的审视
和探索，本书将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的实施问题聚焦在实践上，通过分析已经或正在实施的公共服
务政策或工程，归纳出实施中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和规律。
　　从理论研究上看，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等概念在我国尚属于新概念和新的研究话题，目前大多
数研究集中在对海外有关理论、实践的介绍上，对国内问题的研究多聚焦在诸如“村村通”工程、对
农节目等实务的总结和分析上，常流于就事论事。
本书不仅梳理了国内外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理论和实践，更为重要的是分析影响理论应用和实践运作的
政策安排问题，进而剖析其背后的制度理念变革等问题，并将此拓展到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等更为
深层次的问题，探讨和分析了中国政府施政理念、制度设计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制度理念或思潮变化对
于公共利益内涵和政策理念的诠释。
从历史和现实看，目前中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建设正处在由政府主导下“村村通”等工程建设，逐步
向体系构建和完善阶段发展时期，而且有关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研究也较为零散。
本书不仅考察了公共服务机构治理结构等微观问题、相关的政策安排体系等中观问题，还探讨了公共
服务产权制度、财政制度和规制体系等宏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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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目标与实践研究》将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的实施问题聚焦在实
践上，通过分析已经或正在实施的公共服务政策或工程，归纳出实施中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和规律。
从理论研究上看，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等概念在我国尚属于新概念和新的研究话题，目前大多数研
究集中在对海外有关理论、实践的介绍上，对国内问题的研究多聚焦在诸如“村村通”工程、对农节
目等实务的总结和分析上，常流于就事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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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改变混乱不合理的工资状况，国家决定从1956年4月1日起进行全国统一的工资制度改革，企业
、事业和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新的工资标准。
　　这次工资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首先是取消工资分，实行直接货币工资标准，在统一的职务等级工
资制的基础上，将全国分为11个工资区，并按行业特点制定了数十种工资标准和若干不同的等级。
　　针对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对广播电视执行的这种财务制度也有一些细微调整，但这些调整均未产
生重大影响。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期。
　　（四）广播电视的行政管理体制（！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1949年6月5日原直属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的中央广播事
业处改组为广播事业局，直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新闻总署领导。
1952年2月新闻总署撤销后，广播事业局改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直接领导，宣传业务则由中共中央
宣传部领导。
1954年11月，广播事业局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之一，技术、行政业务由国务院第二办公室领导，宣传
业务仍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
1967年，广播事业局改称为中央广播事业局，列为中共中央直属部门。
　　关于广播事业局和地方广播部门的关系，国务院在1955年9月12日发出的《关于地方人民广播电台
管理办法的规定》中指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省辖市人民广播电台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省辖市人民委员会的直属机构，受各该级人民委员会及广播事业局的领导。
”　　对这一时期的管理体制，胡正荣将其特点概括为“条块结合，以条为主”②。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省级人民政府均没有设专门的广播管理机构，各地的人民广播电台负责领导
和管理所在地区的广播事业和广播工业。
1955年以后，随着农村广播网的建立和迅速发展，地方人民广播电台难以继续承担越来越繁重的管理
任务。
1956年2月2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村广播网管理机构和领导关系的通知》。
《通知》除规定广播事业局设一相应机构负责全国农村广播网建设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
员会可设立广播管理局获处，负责全省（包括城市郊区）农村广播网的建设，并管理省属市的人民广
播电台。
根据规定，地方广播管理局（处）在业务上受中央的广播事业局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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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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