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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2008）》是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简称985基地）成立后组织编写的第三本年度报告。
我们编写这本年度报告的宗旨，是鸟瞰式地向人们展示过去一年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科科学研究的全
貌，包括研究领域及代表性学术观点，研究热点和亮点，学术会议概况和公开出版的新闻传播学类专
著与教材。
读者们读完这份研究报告可以发现，2007年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有三个亮点:一是由于一些学科基
本概念的重新讨论引发对整个学科体系的关注;二是由于对以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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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2008）》是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简称985基地）成立后组织编写的第三本年度报告。
我们编写这本年度报告的宗旨，是鸟瞰式地向人们展示过去一年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科科学研究的全
貌，包括研究领域及代表性学术观点，研究热点和亮点，学术会议概况和公开出版的新闻传播学类专
著与教材。
   读者们读完这份研究报告可以发现，2007年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有三个亮点:一是由于一些学科
基本概念的重新讨论引发对整个学科体系的关注;二是由于对以往研究方法的检讨引发对过去结论的反
思;三是由于一些新法规的出台引发同这些新法规相应的新闻现象的思考。
这些亮点把新闻传播学的基础性研究推向深入，从而从总体上提升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水准，同时
又鲜明地凸显新闻传播学应用层面的特色。
   经过10多年的持续努力，媒介素养研究已经从一个热点问题逐渐深化成具体的研究课题，成为重要
的教育理念，并开始走向社会实践。
   对于外国新闻媒介改版的观察，关于美国普利策新闻奖重视负面报道的思考，为中国的媒介改革提
供了有益的启示。
   对融合新闻、民生新闻、付费采访等新闻实务议题的研究有较大的深化。
   中国用近30年时间走完推介、引进西方传播学的路程。
学者们着手对这一路程和引进的传播学原理进行学术反思，标志着中国的传播学建设开始迈上自主创
新研究的新阶段。
一些学者对传播学研究新方法新视野的开拓，预示着这一学科将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至于过去一年科学研究工作的不足，我们以为主要是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缺少中长期规划和明确的
课题指南引领，缺少重要的标志性学术成果，应该引起学界和主管部门重视，并切实有所改进。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07级博士研究生和部分博士后研究人员协助主编收集和整理本报告所需要的资
料，根据这些资料撰写了初步的研究报告，陈月明教授和陈杰博士研究生协助主编对这些资料及初稿
进行了整理和编辑。
张晓峰副教授提供学术会议和著作教材出版的资料。
教育部社科委委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丁淦林教授阅读本报告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作为本研究报告的主编，我要向丁淦林教授表达深深的敬意和谢忱，并向参与本报告的作者团队在工
作中表现出来的刻苦钻研的学风和协作攻关的团队精神表达我衷心的感谢。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

书籍目录

前言童兵第一部分 总报告　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报告（2008）第二部分 新闻学研究　新闻理论研
究　新闻史研究　外国新闻媒介研究　新闻实务研究　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研究　新闻传播法规研究　
新闻伦理与职业道德研究　舆论监督研究　新闻教育研究第三部分 传播学研究　传播学理论研究　媒
介理论研究　受众研究　媒介素养研究　广告研究　公共关系研究　网络传播研究　新媒体研究　媒
介文化研究第四部分 广播电视研究　广播及节目研究　电视及节目研究　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研究第
五部分 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　传媒经济学研究　传媒经营与管理研究　新闻传媒体制改革研究第六部
分 编辑与出版研究　编辑理论与实务研究　出版理论与实务研究　出版产业研究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

章节摘录

四、新闻传播学学术会议概要2007年全国高校新闻传播学学术会议呈现如下特点。
首先，初具品牌效应的会议连续召开，学术交流向纵深化方向发展。
这主要包括两个层次：一类  是已经连续举办多届的论坛或会议继续发挥学术影响力，并不断深人拓
展研究领域。
这类会议主  要有：7月13-16日，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
息传播学院、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主办的“第五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
际学术研讨会，，  在我国台湾地区举行。
来自海内外的学者围绕“传播伦理问题”，着重讨论了近年来华人传播媒介在  政治、经济与社会快
速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专业伦理表现等议题。
9月14一16日，由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主办、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奥林匹克研究  中心
和瑞士卢加诺大学中国传媒观察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2007亚洲传媒论坛’’在北京召开。
本次论  坛开辟“2007亚洲传媒论坛国际学术活动周”，以“全球化体育事件与体育传播’’为主题。
10月13-14 13，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  “新闻
传媒与社会发展论坛2007——中国新闻业发展现状与趋势’’在北京召开。
与会人员就我国新闻  业的整体发展状态与趋势等论题展开讨论。
10月20-21日，由中国传播学会(CAC)、国际传播学会(ICA)联合主办，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  研究中
心承办的“2007中国传播学论坛暨和谐社会、公民社会与大众媒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  行。
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名传播学者和新闻业界精英与学  界
领袖出席了本次大会。
11月2——4日，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持的“北京论坛2007·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在北京举  行
，以“多元文化、和谐社会与可选择的现代性”为主题，围绕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新媒体、编辑和出
版  领域、新媒体与民主建设以及公共空间构建等议题展开对话。
12月16日一17日，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河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  舆论
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第七届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来自内地和港澳地区新闻  传播学、法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的学者和舆论监督一线的代表，围
绕新闻舆论监督与政治文明等  议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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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2008)编辑推荐：对于外国新闻媒介改版的观察，关于美国普利策
新闻奖重视负面报道的思考，为中国的媒介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对融合新闻、民生新闻、付费采访等新闻实务议题的研究有较大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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