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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litary	television	news	program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have	gone	through	
60	years	so	far.	Throughout	 its	60	year	development	 trajectory,	military	television	programs	have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The	
paper	reviews	the	start-up	period	(August	1958	November	1979),	embryonic	period	(December	1979	March	1996),	 initial	period	
(April	1996	March	2010),	rapid	development	period	(2010	present),	and	stage	characteristics	of	military	television	programs.	It	also	
reflects	on	the	general,	self,	and	internal	rules	of	military	television	programs	in	five	aspects:	focusing	on	the	military,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program	settings,	typical	reporting,	and	clarifying	internal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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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事电视节目 60 周年的回顾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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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军事电视新闻节目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至今已经走过了60个岁月。纵观其60年的发展轨迹，电视军事
节目历程了四个阶段。论文回顾了初创事业时期（1958年8月—1979年11月）、萌芽时期（1979年12月—1996年3月）、起
步时期（1996年4月—2010年3月）、快速发展时期（2010年—现在）和阶段性特征，和思考了军事电视节目的立足部队、
组织机构、节目设置、典型报道，理顺内部机制五个方面的一般性、自身和内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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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军事电视节目是中国电视传播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占有特别的重要地位。它至今已经走过了 60 个周年。中国

电视事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军事电视节目的崛起，历经 60

年，军事电视节目从初步创立到逐渐优化，再到精益求精，

自身影响力持续增强。回顾这一历程，该节目的发展呈现出

鲜明的阶段性特点。表 1 所示，依据其组织机构的建立和完

善，中国电视军事节目划分为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2 初创事业时期（1958年8月—1979年11月）

1958 年 8 月 1 日，中国首档军事电视节目《军人讲话》

播出，开启了军事节目的先河。随后在 1964 年，北京电视

台推出了首个聚焦军营生活的栏目《解放军生活》。次年 8

月，该台成立军事组并配备专业军事记者，军事节目报道开

始走向正规化、系统化。军事电视节目在中国电视初创期便

已起步，在历经“文革”的挑战后，终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迎

来新发展。此刻，军事电视节目是初创事业时期，呈现出三

个阶段性特征：

2.1 基于部队实际、面向全国观众
电视军事宣传自诞生起，便以“展示人民军队风采、

普及国防知识”为核心使命。“基于部队实际”是指素材取

自军队生活，“面向全国观众”则强调遵循中央指导思想，

向全体国民传达信息，而非局限于特定区域或领域。遵循这

一原则，电视军事宣传紧密融合部队实况与国家各阶段的中

心任务，提升了宣传内容的思想深度，也确保了节目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成功实现了军事宣传的广泛覆盖与深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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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要报道重大决策或事件
军事组记者不仅制作展现军队日常的节目，还常参与

台里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他们记录了许多历史性时刻，如

1964 年首颗原子弹爆炸、1967 年首颗氢弹试验，还有 1965

年的八六海战与崇武以东海战、援越抗美行动，1976 年的

唐山地震，以及 1969 年的对苏边界自卫反击战和 1979 年的

对越边界自卫反击战等。这些作品全面展现了记者们在记录

国家大事中的重要作用。

2.3 宣传典型人物或集体的事迹
军事节目组制作了一系列展现保卫国家领土、领海、

领空英雄事迹的节目，如《铁道兵英雄》《王杰：毛主席的

好战士》《洞头岛女民兵风采》《海上医疗队纪实》《刘英

俊故事》《西沙群岛见闻》《碧海蓝天守护者》《长征路上

的故事》以及《千里边防的坚固长城》等。北京电视台也对

雷锋、王杰和“南京路上好八连”等模范事迹进行了深入报

道，这些报道推动了全国对这些典范的学习热潮，产生了广

泛的社会影响。

3 萌芽时期（1979 年 12 月—1996 年 3 月）

1979 年 12 月 23 日，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

后勤部联合发布通知，落实《中央关于恢复军事宣传机构及

实施双重领导的指示》。据此，中央电视台的军事组正式升

级为军事部，达到师级建制，并纳入军队体系管理，接受双

重领导。这一变革是军事宣传部门层级的提升，更彰显了军

队高层对电视军事宣传工作的重视。与此同时，军队电视节

目步入初创阶段，其发展历程有三个鲜明的阶段性特点。

3.1 宣传网络以军事部作为前锋
1985 年 11 月，军事部提议以央视名义，在各大军区、

军兵种等军事组织内设立央视军事记者站，该建议很快得

到采纳。次年 2 月，首个记者站在沈阳军区率先建立。至

1992 年底，全军共设立了 17 个这样的记者站。这些记者站

与央视军事部紧密相连，又以各军事单位的录像制作室为支

点，共同构建起一个覆盖广泛、互相联结的电视军事宣传网

络，极大地增强了军事新闻的传播力度和广度。

3.2 军事部正式成为军事宣传的“国家队”
在这一阶段，军事新闻的数量迅速增长，从每年一百

多条激增至一千五百多条，成为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

关键组成部分。同时，军事纪录片也迎来了繁荣时期，涌现

出众多优秀作品。大型纪录片如《历史的见证》（1987 年）、

《长城之望》（1991 年）、《伟人毛泽东》（1993 年）等，

影响广泛而深远。众多小型军事题材纪录片也表现出色，如

《咏梅》《军营日常》《连长与他的队伍》《军中硬汉》等，

题材多样，备受好评。

3.3 节目具有独特的部队风格
以军事干部为代表的军队纪录片创作者，坚守军人核

心价值观，巧妙融合主流意识与人文精神，打造出独具军事

表 1 中国电视军事节目的四个阶段

初创事业时期 萌芽时期 起步时期 快速发展时期

时间 1958.8—1979.11 1979.11—1996.3 1996.4—2009.8 2009.9—现在

组织机构

1958 年 8 月 1 日建军节播出

的《军人讲话》节目就成为

最早电视军事节目

《中央转发总政治部、新华

社、广播事业局关于恢复军

事宣传机构实现双重领导的

请示报告》

1996 年 4 月 11 日，中央军

委正式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

放军电视宣传中心，主要负

责制作中央电视台第 7 套节

目内容

2009 年 9 月原中心军事部和

原中心军事部组成军事新闻

部，接受央视新闻中心和中

心双重领导

代表纪录片

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4）；

②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

（1967）；

③八·六海战（1965）；

④崇武以东海战（1965）；

⑤援越抗美（1965）；

⑥唐山地震（1976）

①《让历史告诉未来》

（1987）；

②《望长城》（1992）；

③《毛泽东》（1993）；

④《中华之门》（1993）；

⑤《中华之剑》（1995）

①《背负民族的希望》

（1997）；

②《孙中山》（2001）；

③《中国士官》（2004）；

④《新中国》（2010）；

⑤《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2010）；

⑥《邓小平》（2010）

①《军事报道》；

②《人民子弟兵》；

③《军事纪实》；

④《军事科技》；

⑤《中国武警》

代表单位人物

①《英雄铁道兵》；

②《毛主席的好战士王杰》；

③《洞头岛女民兵》；

④《海上医疗队》；

⑤《刘英俊》；

⑥《西沙散记》

①《沈阳部队抗洪救灾立新

功》（1985）；

②《人民子弟兵》（1988）；

③《和平备忘录》（1991）；

④《军事天地》（1991）

①台湾海峡军事演习；

②神舟飞船成功发射；

③抗美援朝出国作战50周年；

④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

⑤ 2005 中俄联合军事演习；

⑥ 2007 年反恐军事演习

①《军事纪实》；

②《和平年代》；

③《防务新观察》；

④《军情连连看》；

⑤《百战经典》；

⑥《超级战士》

特征

①立足部队、面向全国；

②重大决策或重大事件；

③典型人物（集体）的事迹

和经验

①军事部为龙头的宣传网；

②军事部成为国家队；

③形成了独有的军味风格

①收视渠道不断完善；

②队伍日益壮大；

③重大事件呈现规模优势；

④纪录片迅猛进步；

⑤军事栏目百花齐放

①节目赞助到多种类型；

②出台内部性政策制度；

③特色为核心竞争力；

④台内向台外制播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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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审美风格。他们的作品既展现了军人的武德与崇高之

美，又充满了军队生活的真实气息和军人的阳刚气质。同时，

军事节目也蓬勃发展，推出了《子弟兵风采》《军事世界》

等知名栏目，广受好评，标志着军事题材节目进入了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

4 起步时期（1996 年 4 月—2009 年 8 月）

1996 年 4 月 11 日，中央军委批准成立解放军电视宣传

中心，该中心由原中央电视台军事部等三个单位合并组建，

成为军队电视宣传的顶级机构。主要职能在于发布官方军事

新闻，展现国防建设成果，彰显军人风貌，传递军事科技最

新进展，关注全球军事动态，并推广现代国防观念。这一时

期，军队电视节目初具雏形，展现出五个明显的发展阶段特

征，标志着军队电视宣传迈入新的发展历程。

4.1 收视渠道不断完善
卫星电视军事节目开播之后，为了方便部队官兵，特

别是边、海防连队及偏远基层单位接收新增卫星电视军事节

目。总政专门为边、海防连队及偏远基层单位统一配发卫星

接收天线和解码器。1997 年 5 月 5 日，中央电视台第七套

节目通过亚太卫星向全国开路播出。全国各电视台不用解码

器均可接收、转播中央电视台第七套节目。至此，全军几乎

所有的连队、哨所均可以接收到中央电视台的军事节目。

4.2 宣传队伍日益壮大
2004 年，在全军落实新编制，机关整体压缩编制员额

的情况下，军委还为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增添了 8 个编制。

2006年，总政领导出面为中心的领导班子增设了5名副总编。

2007年，电视宣传中心负责采编的编辑和记者已达到300人。

目前，全军师旅级以上单位大都配备了专职或兼职负责电视

军事宣传的新闻干事，各大单位记者站、集团军以及师旅级

电视报道骨干已经达到近千人。

4.3 重大事件呈现规模优势
电视军事宣传中心在这些重大任务报道中，规模宏大，

形式多样，体现了规模优势。中心成立以来，在中国香港

和澳门回归、国庆 50 周年大阅兵、党的十五大、十六大、

十七大胜利召开，2005 年“和平使命”联合军事演习等重

大军事事件报道中，和 1998 年抗洪、2001 年中美撞机，

2003 年抗击非典、2008 年抗击冰雪灾害、2008 年四川抗震

救灾等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记者们都拍摄了一系列新闻、

专题和节目进行了报道。

4.4 纪录片迅猛进步
拍摄大型文献纪录片一直是电视军事宣传的强项，被

誉为文献纪录片创作的国家队。中心成立后，电视军事宣传

工作者一直秉持这一优良传统，以重大革命纪念日为契机，

展示中国革命史拍摄的精品。例如，《邓小平》（2010）、《孙

中山》（2001）、《背负民族的希望》（1997）、《新中国》

（2010）、《我们的队伍向太阳》（2010）等一大批大型文

献纪录片，彰显了军事电视宣传的实力，扩大了其影响。

4.5 军事栏目百花齐放
军事栏目进行了三次大的改版，形成了精品栏目、品

牌栏目和创新栏目互相配合、互为策应、协调发展的栏目格

局，大幅提升了其整体竞争力。其中，《军事报道》精品栏

目加强了军事新闻发布和重大典型报道；《人民子弟兵》《军

事科技》《中国武警》品牌栏目进行重新策划与包装，逐渐

丰富多彩；推出了《军事纪实》《和平年代》《防务新观察》

《军情连连看》《百战经典》《超级战士》等创新栏目。

5 快速发展时期（2009 年 9 月—现在）

2009 年 9 月，为适应央视整合新闻资源的要求，原新

闻中心军事部和电视宣传中心军事新闻部组成新闻中心军

事新闻部，接受央视新闻中心和电视宣传中心双重领导，负

责 CCTV-1 和 CCTV-7 等全台军事新闻节目。2010 年，央

视将电视宣传中心并入内部机制，并更名为中央电视台军事

节目中心，解决了以往管理不善、制作水平低等问题，推动

了电视军事节目的快速发展。这一发展过程有四个明显的阶

段特征。

5.1 节目赞助类型多种多样
起初，地方制作单位的角色仅限于节目赞助，随后发

展为与央视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参与广告赞助、栏目命名、

节目投资、音像产品发行，并涉足联合制作、设备租赁、演

播室提供及节目海外销售等多个领域。其中，最经典的合作

案例是四川郎酒集团成为央视军事节目的战略伙伴。同时，

军事节目与多家省级卫视携手，共同制作了《太行军工纪实》

《琼崖纵队》等大型纪录片。这一系列多元化的经营策略，

有效提升了节目的经济收益。

5.2 台外的制播分离代替台内的制播分离
制播分离改革的目的是提升节目品质，削减成本，增

加内容多样性，转变运营模式，激发新的发展活力，并鼓励

社会各界参与节目制作，打破电视台自制自播的传统。这项

改革有多种形式，包括委托生产、合作制作、公开招标等，

也可以先内部尝试再向社会推广。中央电视台的军事节目也

开始逐步尝试这种改革，先从台内制播分离做起，进而扩展

到台外，吸纳地方制作力量加入节目制作，为节目创新与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

5.3 核心竞争力是军事特色
面对互联网、受众碎片化、自媒体崛起以及地方与国

际电视军事节目的竞争，央视军事节目不断优化内部管理，

力求将自身特色转化为核心优势。为此，制作团队采取了多

项举措：一是重新打造宣传语和口号，凸显品牌特色；二是

优化栏目与节目的整体包装，提升吸引力；三是推出多档大

型军事节目及社会活动，以此扩大影响力和竞争力。这些

措施共同助力央视军事节目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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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正式出台内部性制作政策制度
随着传媒管理实践的不断深入，为有效防控对外经营

中的风险，央视军事节目制定了一系列细致全面的内部政

策。包括《合作细则》《节目常态管理规范》以及《重大题

材与重点选题申报规定》等，意在强化军事节目制作过程中

与外部合作的规范化管理，特别是对与地方制作机构的合作

内容进行了明确规范，确保节目质量和合作顺畅，降低潜在

风险。

6 结语

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电视军事节目从起步、

成长壮大到繁荣的全过程，探索出了一条适合部队建设要

求的路子，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论文回顾了军事电视节

目的初创事业时期、萌芽时期、起步时期和快速发展时期和

其阶段性特征，思考了其立足部队、组织机构、节目设置、

典型报道和理顺内部机制五个方面的一般性、自身和内在规

律。这也正是本文的中心思想。一般而言，中国军事电视节

目的内在规律总结归纳如下。

6.1 立足部队
党的喉舌决定军事电视宣传必须紧跟政治。从我国军

事电视节目出现以来，就承担着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和重大决策的任务，履行着传播党的声音。电视军事宣传就

把“宣传人民军队、进行国防教育”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立足部队”是指宣传的内容来自部队，而“面向全国”是

指宣传的依据是中央的精神。因此，宣传什么，不宣传什么，

怎样宣传都必须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

6.2 不断完善内部组织
中国的电视军事节目经历了从个人负责到小组管理，

再到部门专责，最终成立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的演变过程。

如今，该中心负责第七套卫星军事节目的制作，拥有近 300

名专业编摄人员。随着机构和队伍的壮大，电视军事宣传的

组织保障日益强化。这支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队伍展现出

的军人风采，赢得了我国电视新闻界的广泛赞誉。

6.3 广阔的舆论阵地
自 1964 年的《军队生活》到 1980 年的《人民战士》，

再到 1991 年的《军事世界》栏目，直至现在的卫星频道军

事节目，电视军事宣传历经变迁。其中，《军事世界》包含

20 个子栏目，满足了观众的多样化需求。同时，《人民战士》

《军事世界》与《新闻联播》中的军事报道，以及第七频道

的军事节目相互补充，协同作用，共同为电视军事新闻宣传

打造了广泛的传播平台。

6.4 典型报道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军事部摄制人员的最大特征就是拥有军人和电视人的

双重身份，政治自觉和主流意识在电视军事新闻宣传中得以

高度契合。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是中心的行为

规范。在做电视片中，选题大气，表现精湛，引起新闻传媒

的关注。在电视军事宣传史上重大事件，典型人物（集体）

的报道影响深远，纪录片创作独具匠心。这些优异节目为电

视军事宣传赢得了良好声誉。

6.5 梳理内部机制
央视军事节目通过制播分离解决了管理不畅和制作水

平有限的问题，开放了社会制作机构参与电视节目的机会。

除了新闻和社会访谈，这些机构也积极参与文化、体育、科

技等节目的制作。同时，为了降低外部运营风险，央视军事

节目制定了一系列内部政策，不仅提高了节目质量，还促进

了制作多元化，加强了风险防控，为节目的稳定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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