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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国传媒大学校庆55周年之际，《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也迎
来了30周年刊庆。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创刊于1979年，迄今走过了整整30年的历程。
作为国内创刊最早的广播电视学术期刊之一，30年来我们向广大读者奉献了160多期刊物，5000余篇论
文，发行总量50万余册，为中国广播电视学术与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现代传播》30年的发展历程　　《现代传播》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三个时期，呈现
出不同的发展特点，这就是以反映教学成果为主导的时期（1979-1990年）、以面向社会文化为主导的
时期（1991-1997年）、以引领传媒学术为主导的时期（1998年至今）。
　　1.以反映教学成果为主导的时期（1979-1990年）　　1979年10月，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激荡着北
广校园。
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教师们满怀创业的激情，提出了创办一份学报的倡议，很快得到了上级主管部
门的批复。
由袁方、李冲、李焕生同志组成了编辑部，康荫、田本相、时煜华、刘寿昕四位专家作为特邀编辑参
与了学报的创建。
四年后的1983年，学报由内部发行改为公开发行。
　　这一时期，学报的办刊宗旨主要是体现学校的教学成果，同时也涉及到广播电视界的部分研究内
容。
围绕学校的主干专业，在新闻学理论、广播电视报道、播音主持、广播电视文艺以及摄影、外语等方
面刊发了大量文章，在广播电视学界和业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开设的主要栏目有：“广播新闻编采”、“电视新闻编采”、“广播文艺”、“电视文艺”、“讲播
艺术”、“教学研究”、“国外广播电视”、“书评”及“外事往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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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国传媒大学校庆55周年之际，《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也迎来
了30周年刊庆。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创刊于1979年，迄今走过了整整30年的历程。
作为国内创刊最早的广播电视学术期刊之一，30年来我们向广大读者奉献了160多期刊物，5000余篇论
文，发行总量50万余册，为中国广播电视学术与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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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乘虎，国家二级导演，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电影部主任、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为影视文化传播、传媒创新研究、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等，已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
余篇，作为主要执行人参与了多项省部级重大课题。
影视创作从业十年，策划、执导了各类大型科普电影、电视片百余部集，具有较为丰富多元的影视创
作实践，作品曾先后荣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中央电视台、全国科教影视学会等多项
国家与省部级奖项及先进个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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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诊中国电视——关于中国电视现状及问题的对话2004：中国电视关键词2005：中国电视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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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生态环境的忧思与净化——访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民族化：影视艺术的现实路径与未来目标—
—访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黄会林教授电视艺术美学：自由言说自己的美学时代——访中
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高鑫教授高科技语境中电视艺术的文化生存——访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张
凤铸教授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作为一种学术品格和文化立场——访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曾庆
瑞教授大戏剧：作为视听艺术的电视剧发展观——访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周华斌教授中国电视剧
三题：市场化·审美化·影像化——访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王伟国教授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视艺
术生产战略与创新之路——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杨伟光教授中国电视频道化生存的理论构想及
其营销策略——访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彭吉象教授本体变化·目标确认·思维创新：透视中国影
视艺术教育——访中央戏剧学院博士生导师路海波教授视觉文化传播：一种传播形态和文化生产的理
论构建——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孟建教授“电视秀”：从媒介景观到文化表征——访北京师范大学艺
术与传媒学院周星教授文化·创意·产业：中国电视的三维空间——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
长尹鸿教授差异与融通：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外电视艺术比较——访中国传媒大学苗棣教授本土化：中
国特色电视理论的建构与创新——访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胡智锋教授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电视批评
理论体系——访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欧阳宏生教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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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刘：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就应该是事业性质，美国的美国之音（VOA）、香港的香港电台都是全额
拨款运营，或者财团捐款。
　　胡：在这种情况下，问题的焦点在哪里？
无论是中央电视台，还是省级电视台，每一级电视台对下级电视台，或下下级电视台，都可能用事业
的、行政的运行方式来赚市场的钱。
如上一级电视台往下一级电视台覆盖时，在网络建设上，下级电视台投资了；在转播时，下级电视台
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了；但是广告的钱，却由上一级电视台挣了，这种利益关系显然不是按市场规
律分配的，是不合理的。
　　刘：世界上很少有像我们国家的电视台这样的情形，既不是公共电视台，也不是商业电视台。
美国、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公共电视台就是公共电视台，没有商业广告，运营费用由国家财政支持
，商业电视台就是商业电视台，完全通过市场解决。
但是，我们这样的电视运行方式，会给整个产业系统下游带来巨大的压力。
　　胡：这是一个掣肘的大问题，由于产权不清、属性不定、事业产业不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
些电视台时常采用“双向开发”的策略和手段，既保护自己，又扩大市场份额，既采用事业的、行政
的方式来保护它的地位，维持它的垄断，但当它按照事业单位和行政方式进行所谓宣传的时候，同时
又赚取市场化的巨额利润。
这样的策略对做大整个电视产业没有好处。
　　刘：这个问题想起来也很简单。
电视是传播信息的，手机短信也是传播信息的，号称第五媒体，如果说手机短信是一种宣传，所以可
以用事业的方式将它向前推进。
就这个问题，我和央视高层也谈过，他们承认中央电视台这样做下去，自己也很难受，现在中央电视
台只能拼命地做自己的全国平台，而这样的平台做下去是很危险的。
其实中央台应该怎么做，我觉得应该把它承担的公共事业的功能剥离，把剩下的内容按照产业化的方
式运作；同时它还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构建自己的地方电视网，如江苏电视网、青海电视网等，这样既
可以传播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同时又可以整合本地化的内容；它还可以进行资本的有效运作，把自己
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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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端、前沿、权威——年度对话，精英会诊传媒图景，学科、学理、学术——名家访谈，学者纵
论传媒经纬。
　　本土化：走符合中国传媒学术与传媒实践要求的本土化道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国际化：在广阔的国际视野中，确立自己的历史与时代方位，关注国际潮流，关注世界大事。
　　人文化：将文、史、哲、经、法、教等多学科的理论成果进行充分的吸纳，以此丰富和深化传媒
学术的内蕴。
　　专业化：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表达方式上，不断在专业领域达到新的高度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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