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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新闻传播学研究概述、新闻传播学与当前政治、2008年新闻界事件分析、改革开
放30年来的新闻学、新闻真实报道研究、新闻自由与法治研究、新媒体研究、新闻职业道德与规范研
究、传媒从业者职业素养、新闻业务研究、中国新闻奖作品的赞扬与批评等。
本书集中展现了2008年前后我国新闻传播学各方面的研究状况，从总体研究综述、新闻理论到新闻业
务研究，是一本系统探讨新闻传播学理论和实践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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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力丹，男，国家二级教授（我国文科最高级），1951年2月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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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独著20本、论文200多篇、一般文章1500多
篇等等。
另外，独编著6本、合著合编的书十几种。
代表作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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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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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新闻传播学研究概述　　2008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的11个新鲜话题　　2008年对我国来说
，大事频发，波澜起伏，又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中华民族和中国政府都接受了多重考验，我国新闻
传播业的职业水准也得到一次提升。
本文从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对重大事件的解读和基础理论研究两个维度，考察一年来的理论收获。
　　这年学界研究的话题虽然突出，但大多是围绕刚才发生的事件展开的，重复较多，没有形成突出
的集体关切，重大理论问题的聚焦能力不足，话题分散。
主要依托社会重大事件的议程进行应用性的解读固然重要，但难以在基础理论层面扎实推进。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本学科的理论聚焦缺乏学科的自身逻辑。
　　一、信息公开：从危机应对到社会常态　　关于“信息公开”的研究这几年逐渐升温，现实原因
主要有三点：一是国家制度层面的推进。
2007年元旦至2008年10月17日，实施《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2008年5月1
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前者的主要原则和精神在10月17日后得到了新条例的确认，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
外国记者采访条例》，条例以长效法规的形式，保障信息公开成为一种常态。
二是舆论反复吁求，三是网络时代的技术支持。
　　新闻传播学界对信息公开研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信息公开对危机事件的作用机制。
研究者普遍认为，社会恐慌的根源来自信息的不确定和不平衡，而不是信息的公开。
一个好的社会传播机制的构建应该以公开、及时、平衡为基点。
汶川地震报道和三鹿奶粉事件，从正反两方面凸显了危机时刻信息公开与信息封锁的结果。
汶川地震伤亡十分严重，却基本没出现谣言，这主要因为我国媒体信息发布及时而详尽，公开的程度
为历次灾难报道所少见；境外媒体报道的信息源多数来自中国传媒，我们掌握了报道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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