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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毛锦钦同志在他的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写成的。
我记得若干年前，当他即将硕士毕业的时候，他把县级广播电视的生存与发展作为学位论文的研究对
象，在开题报告会上引起了极大的争论，有的老师坚决反对该论文的选题。
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看待我国的县级广播电视，是进一步发展还是逐步整合？
毛锦钦同志当时回答说：“我本身就在经营管理着县级的广播电视台，我很清楚县级广播电视面临的
问题，也很清楚其发展的路径及方向，学术无禁区。
”我于是跟他说：“你就做这个研究吧，只要你能在研究过程中摸出道道，从中获益。
”　　我国有广播电视台两千多座，其中大多数是县级广播电视台。
“四级办”广播电视的体制既有历史的原因，同时也有时代的背景，当然有其合理性。
新时期以来随着媒介产业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媒介资源整合力度的加强，现行的广播电视管理体制曰益
受到人们的关注。
“四级办台”导致的资源分散、小而全、小而滥、竞争力低下的问题，已经成了业界及学界探讨的热
点。
两级电视、三级报纸、四级广播几乎成了人们的共识。
毛锦钦同志的《中国广播电视的县域化生存》在这种时代大潮中无疑显得十分“另类”。
但是我觉得它很可贵，因为这种声音是来自于实践中的，而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
本书通过对我国四级广播电视管理体制由来的阐述和剖析，分析了新形势下县级广播电视所面临的竞
争与挑战，并结合某些县级广播电视台的经营实践，对多媒体竞争背景下的我国县级广播电视的管理
体制及经营模式的改革与创新作了积极的探讨，提出了县级广播电视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及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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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广播电视发展规律为依托，着重探讨、论
证了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广播电视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阐述了“四级办”的历史背景、形成和发展过
程，研究、分析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四级办”方针的功过是非，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引用典型
案例，结合实际，分析了县级广播电视在新形势下的地位与作用、生存空间和发展潜力。
同时，从“创新”的角度，对县级广播电视的管理体制改革和事业发展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围绕研究课题的主旨，本书对县级广播电视领域的主要方面、基本问题、发展方向进行了专题论述
，各章自成体系。
但在总体上，各章之间互有内在联系，环环相扣，层层推进。
全书有一定的系统性、思想性、理论性、实践性、前瞻性，其中的一些观点和方法，也具有参考性和
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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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新闻学学士，经济学、新闻学、文学硕士。
1972年参加工作，曾任中共博罗县仍图公社党委副书记、博罗县平安镇镇长、中共平安镇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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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局局长等职务。
现任中共龙溪镇党委书记、龙溪镇人大主席团主席。
 
    多年来，发表理论文章和文学作品近50万字。
出版专著有：《广播电视节目创优》、《当代领导科学概论》、《当代领导科学艺术》、《声视南方
——广东广播电视6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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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55年夏季到1956年年底，我国加快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
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全国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已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
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
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指导地位的确立，促使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规范在人民中逐
渐树立起来。
有了新的社会经济基础，又有依据社会主义的原则进行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建
设的成果，这就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中国
共产党开始走向了建设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认真探索。
接着，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的国
内形势，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
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
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
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持和发展生产力”。
大会坚持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大会还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
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党的“八大”所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是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前
进的根本保证。
1957年之所以能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工作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正是认真执行党的“八大”正
确方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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