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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闻传播学研究概述、新闻传播学与当前政治、2009年新闻界事件分析、纪念建国60周年、新闻
理论研究、传播学研究、网络与意见表达的法治化管理、记者素养研究、新闻职业规范研究、新闻写
作研究、新闻编辑研究、新闻传播学教育和科研、中国新闻奖作品的赞扬与批评。
《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2010)》展现了2009年我国新闻传播学各方面的研究状况、新闻传播业界和学
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是一本系统探讨新闻传播学理论及实践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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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力丹，男，1951年2月生。
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二级教授。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责任教授、传播学方向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国际新
闻界》月刊主编、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所所长。
1979年以来发表各类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成果800多万字，其中独著、第一署名著作和独编著35本，论
文200多篇，一般文章1800多篇。
代表作：《精神交往论》、《舆论学》、《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
系》、《世界新闻传播史》、《传播学纲要》、《新闻理论十讲》、《不能忘却的1978－1985年我国
新闻传播学过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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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新闻传播学研究概述2009年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2009年广播电视研究的八个关键词第二章 新
闻传播学与当前政治论记者职业理念的更新——学习胡锦涛在世界媒体峰会上的致辞关于刘少奇新闻
和宣传思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我国新闻出版领域体制改革的路线图我国的传媒为什么会误读国防白皮
书就高法《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答记者问传媒刊登地图要有国家版图意
识第三章 2009年新闻界事件分析“新浪”兼并“分众”：分众传媒公司为什么会遭遇危机“躲猫猫”
事件：网民参与调查“躲猫猫”事件的象征意义英国13岁少年爸爸：我国传媒关于未成年人的报道严
重违法“最有情义的男人”：传媒让吴加芳遭遇冰火两重天“偷窥判强奸”案：一家报纸的不实新闻
为何把全国传媒和公众忽悠了?“广汇”禁报事件：广汇集团禁报事件中传媒应检讨什么?“绿坝”事
件：电脑预装过滤软件：自律与强制之间的尺度《辽宁日报》改版：省级党报改革：让党报充满新闻
熊忠俊“造谣”被拘：言论自由意味着允许说错话第四章 纪念建国6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年来新闻报道
方式的演变第五章 新闻理论研究“遵循新闻从业基本准则”风险放大与媒体责任第六章 传播学研究
我国新闻传播学量化研究的艰难起点论人内传播论组织内传播我们读懂传播学了吗?第七章 网络与意
见表达的法治化管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一周年回顾论人民表达权的法治保障我们该如何应对
网络意见公权力不该做绑架舆论的事情谈谈网络管理的几个基本理念从传媒“排气阀”作用看网上意
见现象第八章 记者素养研究提升记者的政治、业务和知识素养请用“常识”来衡量“非常”解放思想
，把握政策时评版需要观察问题的睿智眼光时政评论的认识前提要正确不要乱用“异化”概念把握政
策，不该沿用“严打”概念晚报编辑应提升语文水平第九章 新闻职业规范研究规范地报道法制新闻《
人民日报》传播了法治理念记者“卧底”不符合职业规范新闻炒作一例广告新闻：广告商与传媒合谋
违法关于新闻职业规范的评报意见第十章 新闻写作研究传媒对事件、人物的命名要客观谈谈经济新闻
写作论深度报道的要义及结构布局让人看糊涂的四报同一事实的报道关于法律修订案的报道不能使用
现在与将来时态连续报道完成之后的新闻再挖掘关于新闻写作的评报意见第十一章 新闻编辑研究谈谈
新闻编辑的历史与现实新闻标题准确概括消息内容，难吗?不要把报纸头版庸俗化用简洁、准确的语言
表达事实摸不着头脑的外国新闻标题提升编辑记者两会报道的水平关于新闻编辑的评报意见第十二章 
新闻传播学教育和科研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给“百度知道”几个提问者的回复性别教
育与大众传播关于《国际新闻界》月刊关于“核心期刊”的意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及其评价研
究》问卷附言第十三章 中国新闻奖作品的赞扬与批评消息体裁的基本职责是叙述事实记者判断事实报
道价值的眼光尊重悲恸中的被采访人生动的报道，违规的暗访“反差”出新闻，叙事显力量难得的文
化领域潜规则揭示履行媒体职责，谨慎点名揭露一条给人希望和方法的非事件性新闻传播法治思想，
保障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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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历史回顾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即“我国传媒的性质”被重新提上议程。
前30年，不言而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甚至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实行
全面专政的工具。
1978年我国传媒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
有的研究者认为，此后中国传媒的这种性质使得传媒从单一地对党政机关负责，衍变为同时要处理政
府、公众（市场）两方面的关系，进而时刻处于意识形态主体与市场主体双重身份的矛盾中。
现在传媒要专业化，只有当政府、公众、传媒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宽容的关系的时候，传媒或许可以寻
找到建构新闻专业主义的契机，进而忠实地履行其社会责任。
这就需要：“（1）政府放松对媒体的管制，但媒体自觉服从政府利益，并从政府取得一定的利益⋯
⋯；（2）公众不再是作为主要市场而对媒体形成经济压力，媒体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并能从公众
那里取得一定的利益回报；（3）有一种机制保证公众和政府对媒体的监管。
”③不过，作者对自己给出的方案本身缺乏信心。
回顾中涉及到1953年因广西《宜山农民报》事件而确立“党报不能批评同级党委”的那段历史。
有的研究者进一步梳理了1977-1998年间我国主流媒体《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南方日报》、
《中国青年报》、《西藏日报》以及深圳蛇口工业区党委机关报《蛇口通讯》批评同级党委的数起事
实，指出：“党报批评同级党委，除‘文革’时期外，效果一般来说是积极的。
笔者认为，就目前从我国舆论监督的现状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来说，继续实行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
委的禁令，弊大于利，已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的需要，而且目前已具备取消这个禁
令的条件。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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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2010)》：人民日报传媒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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