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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59年，印度第一家电视台DD开播。
在此后的近30年中，印度在发展国家电视传媒的道路上始终处于落后的状态。
1991年，政府将国内电视传媒向国外和本土私营企业开放。
经过10余年的发展，印度电视业迅速崛起于亚洲，现在更将其影响力拓展到全球。
　　从印度电视传媒的变迁中，可以看到印度政府和人民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同时也结合自身国情
探索出的有印度特色的传媒发展道路。
它为考察全球化的影响提供了具有积极意义的新视角。
众所周知，全球化作为客观存在的现实已经使世界日渐成为一个“地球村”，因此闭关自守和一味屈
从都是行不通的。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选择了与国际接轨。
印度就是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国家。
几乎是与此同时，印度电视传媒也开始以开放的姿态参与到全球化的竞争中。
　　那么，推动印度电视传媒转型的因素有哪些？
其中，根本的驱动力是什么？
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决定了能否对印度电视传媒的变迁历程作出深入研究和正确评估。
　　传播学的发展需要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和理论。
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客观分析这种类型的本土化与全球化关系的特点、性质和作用有助于传播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
此外，总结和分析发展中国家传媒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也是将传播学研究应用于传媒实践的一种很好
的尝试。
　　为了完成这一研究主旨，本论文以印度电视传媒政策、体制和机制的变迁为研究切入点，具体论
述了以下八章的内容：　　第一章，分析印度电视传媒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根本改变的外因。
首先，明确指出印度电视传媒转型的国际环境，对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世界的典型特征作出必要的阐述
，以总结全球化给当代人类社会生活带来的正面和负面效应。
在此基础上，剖析印度电视传媒变迁的行业环境。
通过分析全球化与大众传媒变迁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明确了全球化背景下电视传媒变迁的必然性
和重要意义。
最后，以电视传播技术的变迁、电视传媒管理原则的变迁和电视传媒传播意识的变迁为脉络，确定现
阶段电视传媒的属性、功能、作用和发展方向。
　　第二章，明确印度电视传媒的转型是迫于外部环境压力的无奈之举还是主动参与全球化进程的积
极行为。
本章通过梳理亚洲主要发展中国家电视传媒传播策略的变迁，总结各国大致实行的四种传播策略的历
史原因、突出特点和适用状况，明确印度电视传媒传播策略的性质。
此外，为了进一步确定印度电视传媒变迁的独特性，还专门分析了与其背景较为相近的南亚和东南亚
其他发展中国家实施同类策略时的情况。
当然有必要指出本次研究只针对传播策略的变迁趋势进行概括式的分析和总结，并不涉及由此引发的
复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变化。
　　第三章，提炼印度电视传媒变迁的内在要素。
考虑到我国传播学界对印度电视传媒研究的现状，本章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印度电视传媒的变迁发展状
况。
需要指出的是，理解印度的独特性是理解印度电视传媒变迁的钥匙。
当然，对印度大众传媒变迁的研究也提供了重要的相关信息。
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印度电视传媒从一种非常落后的状态到获得巨大成功的变迁历程，最终抽离出在
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核心要素——政策、体制和机制的变迁，从而确定整个研究的具体切人点。
　　第四章，对现代传播学中适用的主要相关理论进行总结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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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得到传播学控制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文化帝国主义”研究等相应理论的指导。
但是，印度电视传媒政策、体制和机制变迁对印度电视业发展的决定性影响揭示了相关传播学理论在
方法论上的共同弱点，也对它们主要的基本前提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反证。
正是因为如此，在研究中运用了政治学的相关理论，从而为解决这些问题作出了一次尝试。
　　第五章，分析印度电视传媒政策的变迁。
以独立后印度走过的不同经济发展时期为界限，印度电视传媒的政策变迁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受到不同时期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印度电视传媒政策的特点也是因阶段而异。
分析和总结印度电视传媒政策近50年的变迁，可以明确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阶段
，是印度电视传媒政策建设迅速走向科学化、民主化和系统化的时期。
　　第六章，分析印度电视传媒体制的变迁。
以《1990年印度广播电视公司法》的颁布为界限，印度电视传媒的体制变迁可以大致分为计划经济时
代的国有公营和全球化背景下的自主经营两个重要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DD的发展情况说明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有必要作出调整才能适应社会的变革。
　　第七章，分析印度电视传媒机制的变迁。
它突出体现在“商业化”属性的私营电视公司的相关实践中。
以Zee为代表管窥印度电视传媒机制变迁的典型特征，可以发现加强市场化运作和增强自我发展的活
力与能力是机制变迁根本，而这也正是我国广电总局对中国电视改革提出的要求。
　　第八章，本次研究得出结论，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背景下印度电视传媒政策、体制
和机制的变迁是顺应时代潮流而动的，为印度电视业的繁荣兴旺作出了重要贡献。
虽然未来的道路仍然是曲折的，但顺应规律、不断调整的指导原则不会改变。
印度电视传媒政策、体制和机制的变迁，说明对发展中国家传媒改革的界定除了要进行文化的评估，
更重要地是进行经济和政治的分析。
也正是基于这个分析结论，本论文认为发生在印度本土的电视传媒与全球化之间的对话，其实质更应
该是互惠的。
就中国电视的改革而言，两国的基本思路和原则是相似的。
虽然中印的意识形态不同，但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毕竟是唯一可行的科学态度。
　　印度电视传媒的变迁又一次证明发展中国家集结自己的智慧，凭借厚重的文化底蕴应该可以在全
球化背景下做到“和而不同”。
毫无疑问，传播学有责任关注东方国家传媒变迁中控制因素的独特性，并重视它们取得的成绩，否则
就不能说自己的研究是关注全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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