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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7年，教育部正式将新闻传播学列为国家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这是
新闻传播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由此上溯79年，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新闻学研究会，标志着中国开始有了新闻学的学术研究；由此
上溯40年，1957年，作为传播学最重要对象的大众传播开始以“群众思想交流”的译名为国人所知；
由此前行13年，2010年，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仅在一年之中，已经可以列出很多件可圈可点的事情，
“中华新闻传播学者文丛”的出版，就是其中之一。
　　经历了92年的风雨和春秋。
对于一个人的个体生命来说。
已近期颐之年；对于一个学科来说.也应是臻于成熟之时。
学科成熟的标准在于学科范式的形成。
按照首倡范式学说的美国学者库恩的说法，“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
共同体”这个词。
科学共同体由一些科学专业的实际工作者组成，他们由所受教育和见习训练中的共同因素结合在一起
，他们自认为，也被人认为专门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标，也包括培养自己的接班人。
共同体的内部交流比较充分，专业方面的看法也比较一致。
同一共同体成员很大程度上吸收同样的文献，引出类似的教训。
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发展史就是这样的学术共同体在前60年左右的时间于探索和奋斗中初见雏形
，在后30多年的时间于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迅速壮大的历史。
　　由于新闻、传播在政治运作中的巨大作用，由于新闻、传播的业务开展与新闻、传播实业组织的
紧密联系，中国有相当多的政治人物和新闻、传播的业界人物进入或一度进入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科的
“科学共同体”，或者，考虑到在新闻传播研究中，不同于一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文性质
研究占有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位置，我们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称之为“学术共同体”。
真正完全投身于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共同体”的。
是一批新闻传播学界的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他们主要生活、工作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系统和高等
教育系统。
就人数而言，高等院校的新闻、传播院系的教师占有绝大多数的比例。
1978年，中国恢复新闻学硕士生教育；1985年。
开始培养博士生；1999年，有了博士后流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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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近十年来电视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论文选辑，包括电视基础理论研究、电视应用理论研究和
视听新媒体研究三个部分。
论文既有对电视学学科体系建构的思考，又有对电视的公共性、文化性、叙事性和娱乐性等媒介特性
的探讨，特别是对在信息全球化、视听新媒体迅速崛起的背景下，电视媒体如何应对、创新，提出了
一些具有指导价值的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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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长顺，华中科技大学广播电视与新媒体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
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广播电视学研究委员会副会长、中国新闻教育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获第
二届全国“百优”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称号。

　　发表相关学术论文80余万字。
出版专著《电视传播学》、《公共电视》、《电视栏目解析》、《荧屏思索录》、《电视专题与专栏
》、《电视新闻报道学》、《电视文本解读》、《电视编辑原理》、《电视新闻编辑与制作》等。

　　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省、部级重点社科课题多项。
两项教改课题获省人民政府一等奖。
两部专著分别获全国和省级一等奖。
七篇论文获一等奖，一篇论文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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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的反省　　三、电视娱乐的拯救　公共电视与公共领域的建构　　一、传媒通过公众舆论影响公共
领域　　二、公共电视符合公共领域对传媒的本质要求　　三、公共电视在我国公共领域建构中的作
用　公共电视的公共文化服务诉求　　一、公共电视的“公共。
本质　　二、公共电视的社会基础　　三、公共电视的目标追求　公共电视的理念之争与模式选择　
　一、英国的公共电视理念　　二、美国的公共电视模式　　三、“公共电视”的中国化解读　中国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历史使命　　一、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现实呼唤　　二、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内
涵差异　　三、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基本任务　　四、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运行模式　电视传播学的
研究内涵与理论基础　　一、电视传播学的研究内涵　　二、电视传播学的理论基础　　三、电视传
播学的研究方法　中国电视理论的历史观照　叙事理论与电视　　一、叙事学的发展　　二、叙事学
与电视：电视叙事理论研究的意义　　三、电视叙事理论的体系建构和研究策略　电视收视语境与文
本意义的重构　　——评戴维·莫利的民族志受众研究　　一、自身话语影响着受众的电视解读　　
二、家庭收视语境中的性别服力关系　　三、以“双重焦点”来分析收视行为　　四、莫利民族志研
究：质疑收视率　新媒体语境下涵化理论的模式转变　　一、电视涵化的线性模式反思　　二、电视
涵化的认知模式建构　　三、电视涵化的批判模式转向　媒介话语的历史性超越与重建　　——汶川
大地震报道的电视话语分析　　一、电视媒介话语机制的历史性进步　　二、电视媒介话语机制的实
践性突破　　三、电视媒介话语机制的“自反性”思考　电视新闻传播与受众的主体性构建　　一、
营造公共话语空间，搭建主体性构建平台　　二、建立能动的传、受关系，使受众成为创造性的接受
主体　　三、运用隐喻式手法构建认知，引导受众实现主体性构建　广播影视集团产业化运作的思考
　　一、我国广电业产业化运作应遵循的原则　　二、我国广电业产业化运作的四大问题消解　　三
、我国广电业产业运作中的多元化经营　媒介产业化急需解决的核心问题　　——基于产权理论的分
析　　一、我国媒介产权制度的现状——模糊产权　　二、模糊产权成为媒介产业化过程中的最大阻
碍　　三、媒介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方法第二编 电视应用理论研究　中国电视如何应对WTO　　
一、面对WTO：中国电视休戚相关　　二、面对wT0：中国电视“四海扬波　　三、面对wT0：中国
电视“未雨绸缪　境外电视频道落地广东的调查报告　　一、调查的基本情况　　二、调查的现状分
析　　三、调查的理性思考　频道专业化：从理念到成功实践　　一、跨越式发展　　二、特色化经
营　　三、对象性传播　我国电视财经频道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一、财经电视的发展现状　　二、
财经电视的问题反思　　三、财经电视的对策分析　从长沙女性频道的创办看电视策划　　一、电视
频道策划　　二、电视栏目策划　　三、电视节目策划　实证性调查报道在电视舆论监督中的独特效
力　　一、过程化的访谈：用事实说话的冲击力　　二、一体化的展现：用镜头说话的感染力　　三
、戏剧化的记录：用故事说话的吸引力　电视新闻直播的探索与拓展　　一、“没事找事”的题材开
掘　　二、化静为动的“穿越。
直播　　三、“点”、“线”结合的叙事结构　电视新闻直播在伊拉克战争报道中的感染力　　一、
同步的传播　　二、零距的接触　　三、过程的记录　“民生新闻热”的冷思考　　一、“民生新闻
热”的理论阐释　　二、“民生新闻热”的冷思考　⋯⋯第三编 视听新媒体研究附录A 我的电视人生
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视话语的重构>>

章节摘录

　　2.减少资金、规模问题给产业化运作带来的压力　　广电业产业化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就是资金
短缺。
中国广电业单靠自己的资本积累远远不能满足产业化需要，依赖国家拨款贷款也不是长远之计。
而剥离媒体的产业部分，组建公司，甚至上市，走股份制传媒之路，是快速有效的途径之一。
如湖南电视业依靠电广传媒这个上市公司，在短短两年间，就迅速积累资金20亿元。
湖南电广传媒的上市，拓宽了人们的思路，把广告、非新闻节目、网络这些部分从主体剥离开，集合
上市，既避免了政治风险，又为集团产业化发展迅速积累了资金。
充分利用好现有政策，极力拓宽融资渠道，开展资本运营，才是集团产业化发展的正途。
　　广电业产业化还面临着规模经营问题。
我国传媒业的一大特点就是散、滥、差，产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低，重复建设，所以广电产业的出
路还在于搞集团经营，规模化发展。
　　集团化虽然使我们的广电传媒做大了规模，但这种“大”是相对我们过去而言的，同国际上的强
势媒体、媒介“巨轮”相比，我们还是“小船”。
跨地区、跨行业地收购、兼并、联合、重组是国际上媒介集团做大的手段，那么我们是否也能借鉴这
种做法呢？
实际上，国内的一些媒体已经有这方面实践，比如湖南电视业。
但从当时情况看来，跨地区还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坎。
因为我国上、下级台之间不是母子台式的网状结构，而是条块分割，这样上级台无法并购下级台，同
级台之间也很难做到资本运营上的真正联合。
当时地区电视台之间的联合都是单次性的，以活动为主的“联办”；而且因为我国媒体是党和政府的
舆论工具，必须对电视传媒实行绝对拥有和控制，其政治属性和功能决定了媒体的主体部分不能、作
为独立产业进入市场进行资本运营，所以集团规模的壮大受到很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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