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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汇聚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集体智慧的《全球传媒评论》正式出版，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自2002年成立以来，既面对一个快速发展变化的新闻环境，也面对一个
需要沉淀与创新的新闻传播教育环境。
特别是面对新世纪的风云变幻和经济全球化的波涌浪翻，如何卓有成效地发展新闻与传播事业，如何
使之成为国家长治久安、民族伟大复兴和人民幸福安康的一大“利器”，这些课题都十分现实又十分
紧迫地摆在我们面前。
　　在过去的6年中，我们以立足主流的意识，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重要领域开展全面、系统而深入
的研究。
一方面，大力加强基础学科、基础理论与基础研究，重视学术的规范性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努力提
升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学术水平；另一方面，针对新闻与传播实践中提出的各种重大现实问题，积极开
展战略性和对策性的研究。
不管是基础性研究还是应用性研究，我们都将瞄准世界一流目标，按照高起点、高水准、高质量的精
神锐意进取，在占领学术前沿之际，争取多出精益求精的原创性成果，在与国内外学术界广泛交流与
多方合作的基础上作出我们的贡献。
　　因此，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有一个园地，汇聚百家之长，不但刊载清华师生的论文，也成为向各兄
弟学校的学者方家讨教的场所。
随着全球媒体的发展和世界传播语境的变化，大量的新闻传播学问题已经成为了各国学者之间相互交
流和探讨的共同话题。
以全球传播作为学术探讨的语境，不但填补了学院发展的空白，而且能够最大限度汇聚来自国内外的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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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就内容而言，书中的文章还关注了一些更加原则的问题和其他具体的事件。
范红教授的《国家形象的多维塑造与立体传播》从中国的立场和品牌塑造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树立国
家积极形象的一些途径和方法，观点很全面，视野也很开阔。
Naren Chitty教授的《软实力框架下的中国媒体形象分析》以一位澳大利亚学者的视角论及广泛的中国
软实力问题。
陈（女燕）如教授的《国际传播与中国大学生美国观的形成》借鉴一种在传播学研究中较为罕见的心
理学研究方法——研究对象自述法——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和“中国大学生不至于
沦为‘全盘西化’的俘虏”这样一个比较乐观的预言。
单波教授等的《跨文化新闻传播的话语倾斜与话语缺失》通过对一些文本的内容分析，特别是以西方
媒体对北京限制养狗政策的报道为典型例，揭示了美国媒体在话语与言谈方式上的倾斜与缺失。
青年教师翟峥的《咖啡杯里的风暴——“故宫星巴克事件”中的“我群”与“他群”》分析了“赶走
”“故宫星巴克”这一跨文化交流事件，作者以跨文化传播民族中心主义的思考框架，通过分析中外
媒体报道同一事件的不同文本，揭示了中国人看待自己文化身份和看待西方文化的某种方式，资料扎
实，分析严谨。
年轻学者的敏锐和功力令人印象深刻。
　　“全球传媒论坛”栏目将传媒学者在清华园宏盟楼发表的演讲记录成文编发，以飨读者。
本辑选发了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有关的洪浚浩教授的演讲，他从自身的观察和多年的研究出发，
对全球传播领域存在的中西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与碰撞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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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写在《全球传媒评论》开篇（代序）编者的话封面专题：跨文化传播与中国形象国家形象的多维塑造
与立体传播软实力框架下的中国媒体形象分析跨文化新闻传播的话语倾斜与话语缺失国际传播与中国
大学生美国观的形成咖啡杯里的风暴——“故宫星巴克事件”中的“我群”与“他群”全球传媒论坛
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为什么，怎么办?观点国际传播：以辩论求和谐传媒前沿2008：中央电视台新
闻频道走向未来的分水岭——兼论电视新闻直播理念的演进从四川大地震看新闻伦理教育国际传媒对
奥运主办城市的报道议题选择——奥运会主办五城市媒体报道状况的研究报告新媒体研究“网络舆论
监测”的相关研究述评P2P网络电视的采纳和使用研究新书架培养英语新闻高手迎接全球传播挑战—
—《汉英新闻编译》、《英汉新闻翻译》序言新闻舆论监督与全球政治文明——一种公民社会的进路
一面七彩的多棱镜——评《媒介素养读本》简讯：中国新闻史学会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成立征
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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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家形象标志和所表达的核心价值口号（定位）需要吻合，做到易懂、易记、易传播，尽可能不
要用有着丰富传统民族文化但容易产生歧义的图案来表达。
我国在2006年的一次关于国家象征的调查中，92.35％的投票者认为“龙”标志最能够代表国家形象①
，但这个调查没有涉及国家形象的定位。
如果我国的形象定位是“龙的传人”，那用龙图案作为标志性形象或许合适。
但是如果国家定位是“和谐中国”，那用龙这个被西方世界认为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
就不太合适了。
因为龙不但不能引起他国人民对“和谐”的联想，而且容易招致误读和曲解。
在表达“和谐中国”时，或许用国宝“熊猫”更为合适，因为熊猫憨厚可爱、性情温和。
在我国外交史上，熊猫常常作为“和平大使”，带着中国人民的友谊，远渡重洋到他国安家落户，深
受他国人民的欢迎。
因此，熊猫也许更适合做“和谐中国”国家形象的载体。
　　对国家形象标识的确定，需要考虑它所能表现的民族文化价值，还需要考虑它所象征的意义是否
容易被他国人民接受，图案与文字要易记忆、易辨别、易复制，而且还需要具有可持续使用的潜力。
　　国情介绍　　所谓“国情”，是指每一个国家具有自己特色的总体实际情况，是关于国家综合实
力的真实资讯，包括自然环境、政治制度、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乃至历史文化传统与国际环境等，
其中既有相对稳定的客观情况，也有不断变化的事实。
一个国家如何向海外人民介绍自身的国情，直接映射出这个国家的国际形象。
记得1994年至1997年我在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工作期间，作为外交官，最为苦恼的就是使馆没有最新
的、最全面的国情资讯信息提供给当地希望了解中国的友人。
由于当时还没有网络，对外传播中国国情主要依靠一本《中国》宣传小册子以及《人民日报》（海外
版）和《光明日报》等有限的几份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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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跨文化传播与中国形象：　　国家形象的多维塑造与立体传播；　　软实力框架下的中国媒体形
象分析；　　国际传播与中国大学生美国观我形成；　　咖啡杯里的风景——“故宫星巴事件”中的
“我群”与“他群”；　　国际传播：以辩论求和谐。
　　热点话题 新锐观点 权威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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