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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内 容 摘 要 

提到越南，世界各国人民都会想到一个从酷烈战争中站起来的国家，一个

深受战争蹂躏的落后贫穷国家，然而，今日的越南在各方面正在展示着迅猛发

展的势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国家安定团结。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对外开放，加上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电视更有

信心巩固自己的重要地位。越南新闻业 初只有报纸和广播，在战争期间，它们

成为向敌对势力斗争的有效工具，鼓舞群众，弘扬爱国精神。随后，电视应战争

期间政治形势的需要而诞生，其直观、生动的传播特点在国家的政治宣传中显示

出极大优势。目前，配合国家的政治宣传仍是越南电视新闻的重要任务。 

与别的电视节目相比，越南电视消息类新闻的发展显得较为缓慢并受到一

定的限制。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媒体之间竞争激烈，想要成为受众获取

信息的重要渠道，越南电视消息类新闻在内容和形式上应进行适当的改进。本

论文通过“回头看”越南电视新闻的发展历程，解剖消息类新闻节目的现状，

发现其存在问题，并对未来电视新闻的创新思路进行了理性思考。本论文主体

部分共分四章。第一章介绍越南新闻系统，包括越南新闻业、越南新闻理论基

础和越南新闻法。第二章梳理越南电视新闻发展的 4 个阶段，在每个阶段都陈

述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当时的国情以及与电视新闻发展密切相关的因素，同时

叙述每一阶段电视新闻的标志性的事件。第三章从内容、播出形式、主持人等

方面对越南电视台第一频道的消息类新闻节目进行分析。第四章通过理论联系

实际，对越南电视新闻的发展进行了理性思考。 

 

 

关键词：越南电视台第一频道；消息类新闻；发展历程；专业新闻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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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Vietnam, in the eyes of the world, has just been through two severe wars for its 

independence, being damaged and pulled backwards as an obvious consequence of 

war. Eventhough, it can not be denied that the country is now blooming in every 

aspects of life. 

In recent years, with constant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xpansion of foreign affairs, the television industry is more confident 

to affirm its importance for the nation. Vietnamese press, from newspapers and 

broadcasting, became the useful tool to fight against enemy forces in war time and 

encouraged the strong will of the entire nation.  Television industry was born to meet 

such political demand. With interesting visual features that outdid other types of press, 

it has demonstrated its superiority in conveying political messages. To dat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nation in political propaganda is crucial task of the Television 

news of Vietnam. 

Compared with other television programs, the News bulletin of Vietnam 

television is less developed with a number of limitation. In the context of blooming 

information, strong competition has been recognized among communication media. 

Therefore, the Television news of Vietnam should improve its quality in terms of 

content and presentation to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information source for the 

audience.  

This thesis provides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s 

bulletin of Vietnam television, analyzing its current status and problems, thus 

suggesting a number of solutions to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elevision news 

of Vietnam. This thesis includes four chapters, chapter 1 of which gives brief 

introduction on the Journalism system of Vietnam including theorical background and 

Journalism Law of Vietnam. Chapter 2 narrates four development periods of 

television news of Vietnam, fulling telling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matters 

closely related to Television news and its milestones. Chapter 3 introduc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ews bulletins broadcasted in the Channel One of 

Vietnam television, which focuses on their problems in content and 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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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ly, Chapter 5 discusses a number of solutions to improve news bulletins and 

develop the Channel One into a specialized news channel in Vietnam.  

 

Keyword:  Vietnam TV Station Channel One; News Bulletin; Development 

Process;  Specialized News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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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努力推动电视业全面快速发展是越南电视业 为重要的目标。作

为在越南成立时间 早、规模 大的电视台，越南电视台是越南共产党和政府

的 大言论单位，与别的电视台相比，越南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可算是 具有权

威性的。从 1970 年越南电视台成立伊始，越南电视新闻已经走过了 40 年的发

展路程。与别的国家相比，受诸多原因的影响，目前越南电视新闻尚未受到足

够的重视。面对新闻传播的全球化竞争局面，越南电视新闻业应该主动出击，

而整合新闻资源，建立新闻频道，正是促进越南电视新闻业突破发展的一项重

要措施。 

越南电视台第一频道的电视新闻在受众的心目中已确定其重要地位，成为

受众接收信息的重要的渠道。该频道的新闻节目播出的比重越来越大，由 初

一天一次的综合性新闻节目《新闻联播》发展到一天几次，甚至推出了整点新

闻、半点新闻，基本实现了全天候滚动播出，大大增加了新闻的播出量。电视

新闻之外的节目如电视剧、纪录片、游戏节目等只占第一频道总时量的 30% ，

余下的 70%是各类新闻栏目，即消息类新闻栏目 9 个，谈话类新闻栏目 2 个，

专题类新闻栏目 18 个，杂志类新闻栏目 2 个。越南电视台第一频道现在正处于

由栏目化向频道专业化转变的时期。据本人调查，在上述各种新闻栏目中，消

息类电视新闻栏目的收视率 高。消息类新闻以迅速、及时、简要、客观地报

道新闻事实为特点，是电视台实现要闻总汇功能的主要栏目。 

目前，想让第一频道迈上新闻频道这一台阶，首先要提高消息类新闻栏目

的质量，因为它是整个新闻频道的核心。 

在越南国内，对电视新闻的研究还相当匮乏，该论文的研究内容对越南电视

新闻的发展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为了提高电视新闻的质量，推动电视新闻业快

速稳定发展，深度研究越南电视新闻尤为必要。虽然本人所涉及到关于越南电视

新闻的内容只是初步的探讨，但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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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人对越南电视新闻的发展历程、电视新闻理念与定位进行梳理，并亲自

进入我国越南电视台第一频道实习、做节目，仔细地观察分析第一频道的消息

类新闻栏目，据此分析越南电视消息类新闻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人提

出关于越南电视台第一频道（缩写为 VTV1）成为专业新闻频道的一些建议。 

本人选择越南电视台第一频道 VTV1 的消息类新闻节目作为研究对象，该

频道的消息类新闻栏目在越南电视新闻中具有很强的典型性。本人已用半年多

的时间来观察此频道的所有新闻节目、栏目。 

消息类电视新闻节目，通常人们习惯地成为电视新闻，即狭义的电视新

闻。它在电视新闻节目中处于重要地位，是新闻节目中的主体、骨干。消息类

新闻是电视台实现国内外要闻总汇的主渠道，是观众了解国内外大事的主要窗

口。消息类新闻是对新近或正在发生的，对公众具有知悉意义的事实作简短迅

速的报道。①与发达国家相比，越南电视新闻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专题新闻

和新闻专栏等的发展还不是很成熟，本人认为，通过对越南消息类电视新闻的

研究，可以管窥目前其电视新闻的整体概貌。 

本论文的理论基础是越南新闻的理念与定位，越南电视新闻法规，以及电

视新闻频道专业化的理论综述。实践基础是本人进入我国越南电视台第一频道

消息类新闻栏目进行采制工作，把握该类栏目的具体情况。 

本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即文献分析法、参与观察法、访谈法以及个案研

究作为论文的研究方法支撑，以便更为深入地探讨所研究的问题。资料来源包

括国内外传播学、新闻学的学术书刊等。本人已用半年多的时间参与制作电视

新闻，在工作的过程中观察越南电视台新闻编辑处的运作过程。本论文中使用

的诸多参考资料一部分来自学术书刊，另一部分来自本人对越南电视台新闻编

辑处的领导、管理者、记者以及部分大学的讲师和一部分受众的深度访谈。在

本研究中，通过深度访谈搜集到的参考资料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三、文献探讨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本人发现，关于越南电视的书刊非常少见，只有一

些是国外书刊的翻译本，另外，国内尚未设立电子图书馆，因此，本人只能通

                                                 
① 叶子.  现代电视新闻学[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16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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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两个渠道搜集资料，即各所大学和高等学校的图书馆（越南全国只有一所新

闻传播学院，另有两所直属大学的新闻传播系和一所新闻传播高等学校）与越

南电视台的内部资料中心。其中与电视新闻相关的学术书刊更少。众所周知，

中国和越南在政治和文化方面有着诸多类似的因素，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

邦，传统友谊源远流长。身为越南的 大邻国，中国在很多方面上对越南社会

产生不小影响，电视也不例外。在中国留学的 3 年中，本人发现作为社会主义

国家的越南，在电视方面上，与中国的电视发展有很多共同点。因此，在搜集

资料的过程中，本人选择国外的参考资料乃是中国大陆的。 

综合看来，本研究主要建立在以下几种类型的文献基础上： 

1.新闻理论 

任何跟新闻有关的研究都要从新闻学科的 基本理论知识进行探讨，新闻

理论的代表性著作是本人首要的参考文献。本研究主要参考的著作包括：《新

闻学概论》（刘建明，2007）,《当代新闻理论》（郑保卫，2003），《新闻真

实论》（杨保军，2006），《新闻活动论》（杨保军，2006）等。 

《新闻学概论》一书给新闻报道和整个新闻研究提供指南，为本人探索新

闻报道与传播规律奠定了理论基础。《新闻活动论》一书是对新闻基础理论问

题的系统的思考和研究，此外还深化了一些已经具有基本定论的东西，提出了

很多新问题，同时进行一些新的论述。杨保军在《新闻真实论》中深入地对新

闻的生存基本条件——真实进行分析，并论述了如何实现新闻真实。《当代新

闻理论》则对新闻学领域的基本概念作了阐释和界定，为新闻传媒及新闻工作

者提供今后从事新闻工作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南。 

2.电视新闻节目研究 

在电视新闻节目研究方面，本人主要参考的著作有《电视新闻节目研究》

（叶子，1999），《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史研究 1958-2008》（岳淼，2009），

《电视栏目和频道辨析》（史可扬，2007）。其中，《电视新闻节目研究》为

本人研究电视新闻节目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岳淼的《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史

研究 1958- 2008》对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的发展历程进行全面的研究和分析，即

着重分析了中国现行体制下电视新闻节目的发展路径及发展动因，此书对本人

梳理越南电视新闻的发展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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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也提供大量的关于电视新闻节目研究的学术文献。本人

从中搜集到诸多跟消息类新闻节目有关的文献。代表性的文献有《我国电视新

闻栏目现状及走向研究——以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为例》（汪宴卿、路平，

2009 年），《电视新闻节目创新的四大趋势》（金莉萍、唐宁，2007），

《2009 年电视新闻节目发展综述》（周小普、宋婧、王冲，2010 年），《联播

类电视新闻节目的改革创新》（宋涛，2010）等。 

3.关于电视频道专业化及电视新闻频道专业化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国内的相关研究没有提到“频道专业化”这个概念。在越南

电视频道专业化从 2000 年已经开始酝酿，目前越南电视台的第一频道与另 6 个

频道都初步显示出专业频道的形态，但遗憾的是国内没有人对这方面进行学术

研究。 

利用留学中国的机会，本人搜集了中国在研究电视频道专业化方面的文

献，代表性的著作有彭吉象的《机遇与挑战：电视专业化频道的营销策略——

CCTV 电视新视野》（2006 年）、王彩平的《频道先锋——电视频道运营攻略》

（2006 年）、徐洁然的《中国电视频道竞争力研究》（2007 年）。本人通过对

中国知网的搜索，搜集到 20 余篇专门研究频道专业化的学术文献。他们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对专业电视频道的定义或解释，专业电视频道诞生的背

景，专业电视频道的定位，专业电视频道的盈利模式，专业电视频道的困境与

发展思路。代表性的文献有《我国电视频道专业化的困境——以“阳光卫视”

为例》（赵路平，2005），《专业化电视频道分析》（王强军，2004），《电

视频道专业化的实践策略》（李硕，2009）等。 

关于电视新闻频道专业化的研究著作不多，代表性的有，史可扬的《电视

栏目和频道辨析》（2007）和雷跃捷、张彩 的《电视新闻频道研究》

（2003）。本人从中国知网搜索出来的与电视新闻频道有关的文献数量成千，

这些文献的研究对象从央视台到省级电视台的新闻频道，以及国外的新闻频

道，研究范围涉及新闻频道的方方面面，主要的研究方法为个案研究、对比研

究等。代表性的文献有《央视新闻频道在中国电视战略发展中的地位》(时统

宇，2003), 《频道时代的电视新闻传播——CCTV 新闻频道开播一周年研讨会

综述》(吴晓晶, 2004)，《一次成功的电视直播——谈 CCTV 新闻频道特别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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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战暴风雪》》（张长江、张文华，2008），《突破与困窘——解析 2009 年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改版》（周小普、王冲，2010）等。 

4.关于越南电视发展历程的研究 

越南电视与越南电视新闻同步发展，到现在已历经 40 多年。本人发现，关

于越南电视新闻发展历程的相关研究寥寥无几，特别是尚未有任何学者专门对

越南电视新闻发展历程进行综述。1993 年，越南第一所培养新闻传播专业人才

的学院才正式成立。在越南电视台资料中心内部发行的《越南电视 35 年》

（2005）一书中，多位电视人综合性地描述越南整个电视行业的发展历程，并

没有把电视新闻作为独立的部分来进行总结，只是对电视新闻的每一步发展有

所描述，比如，在何时出现什么节目，内容、技术上有什么改变。在越南电视

台资料中心搜集到的另一本书，名叫《越南电视 30 年》（越南电视台主编，

2000），也显示着类似的内容，不过书中有很多有价值的图片。另外，一些由

电视台的领导编写的著作，如多位领导的回忆录《与电视活着——越南电视 40

年》（2010）、陈林
①
的《越南电视，25 年 》（1995）、以及胡英勇

②
发表在

《电视杂志》1995 年 12 期的《越南电视——25 年奋斗与成长》一文，这些文

献大都凭个人在电视业的参与，谈出跟电视发展历程的有关事件和感受。在这

些文献中，电视新闻的历史发展虽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可以从中看出越

南电视新闻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所取得的一些成就以及存在的部分问题。 

上述的文献都停留在简单地介绍越南电视的发展历程，尚未把电视新闻单

列出来研究，更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 

5.关于越南电视新闻的现状分析 

关于越南电视新闻的现状，本人在国内只搜集到少量的学术论文，一共 8

篇，其中大多数只对越南电视新闻的内容进行分析。在 8 篇论文中，关于电视

新闻的声画有两篇，关于电视新闻的用语有两篇，关于电视新闻的形式有一

篇，关于电视新闻的发展趋势有两篇，关于电视新闻与建设党的事业之关系有

一篇。在这些研究中，大多数作者都以《新闻联播》
③
作为研究的对象。 

总而言之，在国内，关于电视新闻现状的综合性分析还是空白，本人认

为，原因有两个：第一，电视在国内学术研究中还是很新颖的一个领域；第

                                                 
① 陈林是越南广播与电视的创立者. 

② 胡英勇从 1993 年至 2001 年担任越南电视台总经理. 

③ 该节目在越南电视台第一频道晚上 7 点整播出，是越南全国的各省电视台联播的王牌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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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的新闻与政治密切相关，电视新闻属于一个较为敏感的领域。梅氏明

草的《越南电视新闻的声画研究》（2004）可算是唯一深挖电视新闻现状的硕

士论文，但论文中只针对画面和声音这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将电视画面与声音

的专业知识简单地概括，以《新闻联播》中的一些节目为例子。本人认为 ，该

论文的理论知识占得太多，这使得其对实践的分析较为粗浅。蔡金钟的《越南

电视新闻中的新闻报道研究——以《新闻联播》作为考察对象》（2005）一文

也将《新闻联播》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主要对《新闻联播》中的新闻报道进

行分析， 并对此类新闻的制作创新提出建议。阮望谚的《短消息——第一频道

电视新闻的冲击类型之一》（1998）一文，着重强调短消息在电视新闻中的作

用，并分析了《新闻联播》的一些典型的短消息。范文成的《越南电视台新闻

节目的直接化倾向研究》（2002）一文，着重研究越南电视台电视新闻的制作

方法和传播方式，2002 年是越南电视新闻刚步入直播的时间，作者对这种转

换，即从提前录制到直接播出进行分析，同时对如何搞好新闻直播提出建议。 

以上文献，缺乏对越南电视新闻进行整体研究和前瞻性的思考。 

四、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目前，越南国内没有人对越南电视新闻进行系统的研究。本论文研究的内

容包括：越南电视新闻系统、越南电视新闻的发展历程、越南电视新闻的现状

与存在问题分析、越南电视新闻创新的探索，即对越南电视新闻系统地进行研

究和分析。之前的各项研究都比较分散，对比起来，本研究的内容显得更集

中、更突出一些。文中，通过“回头看”越南电视新闻的发展历程，“解剖”

其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本研究对越南电视新闻的创新提出了建议，即越南电视

新闻应由栏目化向频道化转变，这也是本研究的重要创新点。到目前为止，国

内的相关研究没有提到“频道专业化”这个概念。在论文的 后一章，本人通

过理论联系实际，对越南电视新闻的发展进行了理性思考，这部分可为国内电

视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提供一份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由于时间有限，本研究的对象只限于越南电视新闻的消息类新闻栏目，而

对于电视新闻中的访谈类栏目，评论类栏目，杂志类栏目等，本人没有时间进

行系统的研究。另外，因为水平有限，对于国际新闻，本人未能抽时间来研究

和分析。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作为刚进入电视界的我遇到很多困难，比如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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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匮乏，借阅不便等。另外，论文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显得较为薄弱。本论

文主要依靠定性研究的访谈和参与观察这两种方法进行研究和分析，但本人参

与电视新闻工作的时间比较短，还不到一年的时间，若从事电视新闻工作的时

间长久一点，料想本人可以进行更深刻、更周全的分析。 

尽管本人努力学习中文，力争提高中文的写作水平，但在论文的写作中，

还是感觉在中文的表达方面有些力不从心，甚至可能会出现句法方面的错误。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越南电视新闻的发展与创新研究——以越南电视台第一频道消息类新闻为例 

 8

第一章  越南新闻系统概述 

第一节  越南新闻业简介 
约十九世纪中期，法国军队占领越南南齐，并在越南设立殖民制度，在这

样的情况下，越南开始出现报纸新闻。越南 早出现报纸的时间是 1865 年 4 月

5 日，只是用国语文字发行消息。《嘉定报》是越南法国当局的第一个正式的

通讯机构。由于我国经过长期的抗战，因此越南的新闻史与越南的革命历程有

着紧密的联系。越南革命新闻史上第一个标志性的大事件，是由阮爱国
①
在中国

广州成立了《青年报》，先在中国发行，然后传回国内。1925 年 6 月 21 日，

《青年报》发行第一期的日子被选为越南报纸新闻日。从那以后，其他几份报

纸也逐渐问世，并为宣传事业、教育事业以及爱国运动、民族解放等做出了积

极的贡献。
②
 

1945 年 8 月，在赢得政权之后，胡志明主席就指示尽快建立一个广播电台

用以宣传党以及政府的的主张、政策，同时向全国人民介绍国际与国内的时事

情况。在这样的形势下，越南之声广播电台问世并于 1945 年 9 月 7 日开始广

播。报纸和广播是越南革命战争初期有效的两种大众传播媒介。1970 年，电视

出现了，然而，当时人民生活还很困难，到了 80 年代中期，电视才成为一种新

的大众媒介并且得到广泛应用。1998 年，因特网进入了越南，开启一个新时

期，一个信息的爆炸时期，同时多份电子报相继问世，而且其发行数量不断增

加。总的来说，在 1975 年春天国家赢得独立统一之后，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

后，越南的新闻业在数量和质量、内容和形式、规模和性质等方面都有跨越式

的发展。 

根据信息文化部新闻传播处的统计资料，截止 2010 年 8 月，全国约有

17000 位新闻记者和 706 家报刊杂志机构，其中包括 178 份报纸和 528 份杂

                                                 
①  阮爱国是越南伟大领袖胡志明的名字之一，胡志明不仅是越南革命事业的优秀领导，他同样也是越南

革命新闻事业的奠定者和发展者. 
② 杨春山、丁文红、陈光.  新闻传播理论基础[M]. 越南：河内国家大学出版社，20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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