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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愿意与否，人类从没有停止跋涉的脚步，已由农耕社会、工

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

不管你看没看到，社会永远在兴革嬗变，已历人际传播、大众传

播，而实现交互传播。

交互传播是一种现代传播。它依托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

在这种传播体系中，人人都可以掌握媒体，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人人

都可以作为新闻把关人，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中心。只要你进入了网络

互联新媒体，你就可以既是传者，又是受者。在信息中冲浪，在传播中

交流，在网络里生活，这就是自媒体时代的生态与特征。交互传播因为

海量信息、自由表达、相互影响、方便迅捷、无远弗届，而深入到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和人类思维的各个领域，从而大大拓展了

人类精神的疆界，便利了芸芸众生的生活，增加了普罗大众的人生趣

味，强化了媒体之第四种权力。可以看到，因为交互传播，现代传媒的

信息传播、观点引导、环境监视、决策参与、文化传承、科教创新、生

活娱乐，乃至心理调节功能都得到了极大强化。网络新媒体似乎无处不

在又无所不能。人们也因了网络新媒体的魔力而能够思接千载、视通万

里，神游九州，精鹜八极。

然而，世界上没有万能的上帝，更没有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技术。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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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互联时代的新闻传播在为我们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

挑战、困惑与麻烦，新闻传播学人和实际工作者对这些问题无可遁避。

问题之一是，在一个移动宽带互联网与社会化媒体叠加的时代，

新闻传播仍然存在着内容与渠道双重过剩与稀缺的问题。尽管生活在移

动互联网时代的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从网络上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各种服

务，享受新闻信息产、供、销多元化的优越生态环境，但是新媒体、新

技术也将人们带入了一个在过剩与稀缺间焦躁的尴尬境地。事实上，云

计算、物联网、5G、触摸等新技术和G手机、5D电视、电子阅览器、苹

果平板电视等新终端，并未能完全解决人们信息获取的问题，这里面既

有质的不足，也有量的不够。君不见，一方面，自媒体、海量信息造成

了内容的过剩，但同时，每一个个体面对浩瀚的互联网又感觉无所适

从，高品质、专业性、个性化的精品内容依然稀缺。另一方面，继报

刊、图书、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之后，网络、手机、移动阅读器、平

板电脑、楼宇电视、车载电视、电子书等新媒介应运而生，呼啸而来，

大大拓宽了现代传播渠道。然而众多的传播渠道，相对于庞杂用户群体

而言，仿佛广袤草原之于误闯其中的牛群一样，对于其中的一只，或一

些，很多渠道并不需要，甚至还是一种奢侈。在某种意义上，渠道多元

则意味着渠道的过剩，意味着针对性、有效率的渠道的稀缺。

问题之二是，自媒体时代媒体的传播自由与传播责任存在一个二律

背反的问题。网络传播，特别是以移动互联网为平台的新媒体传播中，

受者与传者处于同等地位，网络传播的信息出现了全球化和个人化两大

趋势，网民成为信息的主人，传统意义的把关人决定信息或商品是否允

许进入渠道或继续在渠道里流动的情况发生了改变，取而代之的是出现

了把关人泛化和把关效果弱化的网络信息控制新景象。在这种景象里，

“信息传播网络中布满了把关人”。但正因为人人都是“把关人”，

“把关人”的角色和责任也就自然消解，众多的“新把关人”因为个人

素质和责任感等问题必定无力承担“代表国家、政党或某一利益集团在

传播渠道的各环节上筛选、过滤，决定受众应该看到、听到什么信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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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这就使得新的传播形态和传播方式在挤压传统媒体生存空间，

展现充分传播自由的同时，却又无力承担起媒体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把握好传播自由和媒体权力的边界，有效进行传播行为的自律。在这种

情况下，网络新媒体传播中的虚假信息、不良信息、有害信息，特别是

网络暴力，就必然在逐利大潮中兴风作浪、泛滥成灾，进而造成自由传

播时代的悲剧，成为扰乱社会生活、颠覆社会道德与公信力的利器。

问题之三是，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现代传播中出现了文化融合与

文化冲突的深层矛盾。可以看到，网络传播在促进不同文化传统交流融

合的同时，也加剧了全球范围的文化冲突。如果网络技术的掌握和网络

语言的运用在国与国之间大体均衡的话，这样的矛盾与冲突本是无可厚

非、不必大惊小怪的。不同性质文化相互接近、进行交流的过程本身就

是一个相互融合和相互排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任何冲突都是正常

的。但是，目前的网络仍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英语世界”。美英等发

达国家凭借技术和语言的双重优势，牢牢占据网络传播的制高点，悄无

声息地发动着轰轰烈烈的网络传播攻势，使得不发达国家和弱小民族陷

于两难困境。要么“不准片帆下海”，与世隔绝，要么参与信息冲浪，

自然而然地接受网上语言霸权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接

受发达国家主导的网络文化的打压和殖民。显而易见，在全球一体化的

过程中，谁也无法置身于移动互联信息的滚滚浪潮之外。我们所能做的

就是在没有地域屏障可用条件下，寻找一条最大程度维护国家网络安

全，抵制文化殖民和文化侵略的现实路径。否则，我们既无法凝聚人

心，也无法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说：“今后的时

代，控制世界的国家将不是靠军事，而是信息能力走在前面的国家。”

言犹在耳，我们不能不引起高度警觉。

当然，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传播中的问题还远不只这些。但这些问

题的存在，就足以推动当代新闻传播的变革与转型。马克思主义认为，

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这一转型能否成功，取决于我们能

否找到比较彻底的理论，比较科学的方法，比较合乎实际的举措。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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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我们新闻传播学人恰逢其时，大有可为。我们有必要调整研究

视角，从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传播面临的冲击与挑战出发，站在哲学的

高度，利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传播的变革与转

型进行技术、制度、思想的多重关照。愚以为，这种关照必须有助于揭

示新的媒介技术和媒介产业革命背景下传播方式的一般规律，描述传播

形态变迁的文化意蕴，重构生态变迁条件下新闻传播的话语体系，找到

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传播转型的现实路径，启发我们对传媒、对社会、

对人类福祉的哲学思考，促进新闻传播教育方式的改进。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一些教师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已有时

日。有的在其承担的国家或教育部项目中对某些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

有的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对某些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研究。虽然水平不一

定高，缺陷肯定还不少，但敝帚自珍，我们认为这些成果视野还是新

的，立意还是诚的，研究还是实的，结论也还是恰当的，应该能够起到

抛砖引玉的作用，能够对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传播的变革与转型问题的

研究有所助益。故不揣浅陋，在新华出版社尚惠敏先生的支持下，将这

些成果斗胆推出，以“新闻与传播研究新视野”丛书的形式面世，求教

于方家。

是所望焉，谨序。

廖志坤（湖南师范大学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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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闻传播学知识生产
的学术生态

第一节 期刊论文引文中的中国新闻传播学（1994-2003）

一

新闻传播学界越来越认识到新闻传播著述中引文的重要性：引文

有助于形成学术传统和学术共同体；引文可以帮助他人发现原始材料，

查找原著；引文是尊重别人劳动成果的表现。所以本书就来研究新闻传

播学论文引文，即根据被引的次数来给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学学者排排

队，看看被引学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a

本书的研究资料来源是中国期刊网，到展开本书研究的2004年，该

网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学术期刊数据库，收有1994年以后的6600余种期刊

的数据。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入网要收费，仍有部分重要的期刊没有进

入该库，所以本研究肯定会存在偏差。

a 本书的思路源于苏力论文《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载《中国法

学》2003年第2期），特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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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确定研究对象时，我首先征询我周围的新闻传播学者和学生的

意见，列出一份在世的、我们认为比较知名的大陆学者初选名单，共计

130人；然后于2004年8月16日检索了这个名单中的学者的1994-2004年

（实际上截止于2003年12月）的被引次数，选出被引次数超过40次的43

人作为分析对象，最后制订出如下表格（由于资料搜集困难，虽经反复

核对，但极个别地方仍可能有出入）。a

表1 新闻传播学者及论文影响简况表

序号 姓名 单位 年龄段 学科
最后学历及

其培养单位

1994-2003年

被引用次数

2001-2003年

发表论文数

1 方汉奇
中国人民

大学
70以上 新闻学（史）

苏州社会教

育学院
197 5（27）

2 陈力丹
中国人民

大学
50-60

新 闻 学 （ 理

论）传播学

硕士。中国社

会科学院（北

大本科）

195 74（1）

3 肖东发 北京大学 50-60 编辑出版学
文学硕士。

北京大学
190 7（20）

4 李良荣 复旦大学 50-60
新 闻 学 （ 理

论）

硕士。复旦

大学
170 10（15）

5 刘建明 清华大学 60-70
新 闻 学 （ 理

论）传播学

博士。中国

人民大学
170 38（2）

6 喻国明
中国人民

大学
40-50

媒介经营与管

理（55）新闻

学与传播学

博士。中国

人民大学
165 27（3）

7 张国良 复旦大学 40-50 传播学

历 史 学 博

士。复旦大

学

160 20（6）

8 邵培仁 浙江大学 50-60 传播学
文学学士。

浙江大学
119 15（10）

9 童兵 复旦大学 60-70
新 闻 学 （ 理

论）

博士。中国

人民大学
117 22（5）

a 表中学者的单位、年龄情况所反映的都是2004年上半年的事实。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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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北京广播学院于2004年9月7日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为行文方便，本书仍

用旧称。

10 王振铎 河南大学 60-70 编辑出版学
文学学士。

河南大学
114 7（20）

11 郭庆光
中国人民

大学
40-50 传播学

海 归 硕 士

（ 人 大 本

科）

110 1（37）

12 胡正荣
北京广播

学院① 40以下

传播学

广 播 电 视 学

（45）

媒介经营与管

理（28）

博士。中国

人民大学

（ 北 广 本

科）

100 6（24）

13 郭镇之
北京广播

学院
40-50 传播学

博士。中国

人 民 大 学

（ 北 广 本

科、硕士）

98 18（7）

14 甘惜分
中国人民

大学
70以上

新闻学

（理论）
96 2（33）

15 匡文波
中国人民

大学
40以下

传播学（含网

络传播、电子

出版等，不含

传 统 图 书 馆

学、情报学）

图书馆学博

士。武汉大

学

（中山大学

硕士）

94 7（20）

16 李希光 清华大学 40-50
新闻学

（业务）

硕士。中国

社会科学院

（ 南 大 本

科）

92 14（11）

17 明安香
中国社会

科学院
50-60 传播学

硕士。中国

社会科学院

（北京经济

学院本科）

92 5（27）

18 闵大洪
中国社会

科学院
50-60 传播学

硕士。中国

社会科学院
87 10（15）

19 梁衡 人民日报 50-60
新闻学

（理论）

档 案 学 学

士。中国人

民大学

85 12（12）

20 郑兴东
中国人民

大学
70以上

新 闻 学 （ 业

务）传播学
复旦大学 81 1（37）

21 卜卫
中国社会

科学院
40-50 传播学

硕士。中国

社会科学院
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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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黄升民
北京广播

学院
40-50

媒介经营与管

理（62）广播

电视学（28）

广告学（4）

海 归 硕 士

（ 北 广 本

科）

79 6（24）

23 徐耀魁
中国社会

科学院
60-70

新 闻 学 （ 理

论）传播学

文学学士。

北京大学
78 2（33）

24 黄旦 复旦大学 40-50
新 闻 学 （ 理

论）

博士。复旦

大学（杭州

大学本科、

硕士）

67 5（27）

25 魏永征
上海社会

科学院
50-60 传播学

学士。复旦

大学
67 9（17）

26 艾丰 经济日报 50-60
新 闻 学 （ 业

务）

硕士。中国

社会科学院

（ 人 大 本

科）

67 2（33）

27 孙旭培
华中科技

大学
50-60

新 闻 学 （ 理

论）传播学

硕士。中国

社会科学院

（安徽大学

本科）

66 11（13）

28 丁俊杰
北京广播

学院
40以下

广告学（4）

媒介经营与管

理（44）

博士。北京

广播学院
60 3（32）

29 刘海贵 复旦大学 50-60
新 闻 学 （ 业

务）

学士。复旦

大学
57 6（24）

30 关世杰 北京大学 40-50 传播学 北京大学 56 4（31）

31 戴元光 上海大学 50-60 传播学

硕士。复旦

大学（兰州

大学本科）

53 2（33）

32 丁柏铨 南京大学 50-60
新 闻 学 （ 理

论）

文学学士。

南京大学
52 27（3）

33 姚福申 复旦大学 60-70 编辑出版学
学士。复旦

大学
51 0

34 陆晔 复旦大学 40以下
广 播 电 视 学

（25）传播学

博士。复旦

大学（华中

理工本科，

北广硕士）

48 11（13）

35 朱光烈
北京广播

学院
60-70 传播学

学士。北京

广播学院
48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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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唐绪军
中国社会

科学院
40-50

媒介经营与管

理

硕士。中国

社会科学院

（南京师大

本科）

46 1（37）

37 展江
中国青年

政治学院
40-50

新 闻 学 （ 理

论）

博士。中国

人 民 大 学

（海军后勤

学院中专）

45 7（20）

38 陆地 清华大学 40以下
媒介经营与管

理

博士。中国

人 民 大 学

（复旦博士

后）

45 7（20）

39 单波 武汉大学 40以下
新 闻 学 （ 理

论）

哲学博士。

武汉大学
45 9（17）

40 朱羽君
北京广播

学院
60-70 广播电视学

学士。中国

人民大学
43 9（17）

41 郑保卫
中国人民

大学
50-60

新 闻 学 （ 理

论）

硕士。中国

人民大学
42 17（8）

42 蔡雯
中国人民

大学
40以下

新 闻 学 （ 业

务）

博士。中国

人 民 大 学

（ 复 旦 本

科、硕士）

42 17（8）

43 刘京林
北京广播

学院
50-60 传播学

文学学士。

北京师院
41 1（37）

说明：因为新闻传播学科分类有交叉，且学者们的学术兴趣、研究领域

转换较快，所以表中某学者的学科统计可能不止一个。一些需要特殊关注的学

科的论文的被引用数我还作了更具体的统计，并列数字于其后。也因为前述原

因，统计数字有重复。

三

我们可以根据上表作出分析。

学科分布：按照国务院的学科指南，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之下

只有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专业，但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

播学院、武汉大学四个一级学科博士点设立的二级学科博士专业有7

个（我根据自己的喜好，对名称做了统一）：新闻学、传播学、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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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学、媒介经营与管理、广告学、编辑出版学、跨文化传播学。跨

文化传播学是武汉大学专列的一个特色专业，但我认为它在全国欠成

熟、欠规范，所以本书不采纳，而只是把它与国际传播、网络传播、

信息情报、新闻传播法制统归到传播学之下。另外，表中的广播电视

学不包括广播电视艺术学，故我在选取学者名单时也没有把广播电视

艺术学的学者考虑进去。

上表显示，被引最多的新闻传播学学者集中在新闻学和传播学，都

是20人，这既说明它们是热点，又说明它们相对而言较为成熟。媒介经

营与管理的学者（6人）居然比成熟得更早的广播电视学（4人）、编辑

出版学（3人）还多，这也说明该学科的热度了不得。广播电视学应该

比编辑出版学要更吸引学者的目光，学者更多，但是表中广播电视学的

人数与编辑出版学几乎相等，这可能说明广播电视学（不含广播电视经

营与管理）的学者理论贡献不足。广告学方面，只有两位学者进入了这

个名单，排名比较靠后，而且引用他们的广告学论文很少（各4篇），

这也是一个理论上还在拓荒的学科。另一广告学重镇厦门大学的顶尖人

物陈培爱（未进入该统计表）的广告学著述也只在3篇论文中被引用；

引中国人民大学倪宁的广告学论文4篇；引武汉大学张金海的2篇。不过

需要交代的是，广告学两家最重要的刊物《现代广告》和《国际广告》

未进入中国期刊网，这是一个很大的缺失。新闻学内部同样存在冷热不

均的状况。新闻史的学者只有1人，而且是一位老前辈；新闻业务5人；

其余的都是新闻理论学者（当然理论与业务研究不好截然分开，只好取

主要研究成就进行归类）。

机构与地域分析：就机构而言，就职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最多，9

人；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都为7人，但北广的排名较为靠后；中国

社会科学院5人，清华大学3人，北京大学2人；武汉大学居然只有1人，

与人们的一般印象有差距；华中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上海

大学、河南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人民日报、经

济日报也都是1人。在引证数的前10名中，人大有3人，复旦有3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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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华、浙大各1人，北广没有，值得思考。

从学科来说，中国人民大学的优势在于新闻学，有6人；北京广播

学院的广告学影响力无人能比；复旦大学张国良教授的传播学在所有传

播学学者（纯粹意义上）中排第一，紧随其后的邵培仁教授与他有40余

人次的距离；北京大学肖东发教授的编辑出版学排在总榜的第三，优势

明显；清华大学刘建明教授的新闻传播学也很打眼。媒介经营与管理学

科分列一、二的是：黄升民、喻国明，其余四人是唐绪军、陆地、丁俊

杰、胡正荣，北京广播学院占半壁江山；广播电视学的排序是：胡正

荣、朱羽君、黄升民、陆晔，前三位都是北京广播学院的。

从地域上看，新闻传播学的优秀学者扎堆于北京和上海，其次零星

地分布于武汉、江苏和浙江。

年龄情况：就年龄来看，这些新闻传播学家大致集中在50-60和

40-50岁两大群体，分别为15人和11人，他们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

大学生，或8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研究生。60-70年龄段的有7人；40岁以

下的6人全都是博士；70岁以上的有3人，全集中于中国人民大学。

人才培养：在最后学历的培养中，43人中人大培养了11人，其中博

士8人，硕士1人，学士2人；复旦培养了9人，其中博士3人，硕士2人，

学士4人；中国社科院培养了8名硕士，可见80年代中国社科院研究生

教育所取得的成功；北大培养了3人；北广培养了2人，博士、学士各1

人；武大2人，都是博士；海归的硕士和博士课程修读者2人，可见海归

派的作用还没有显现出来。43人中，最后学历学校与之前所受的本科或

硕士教育的学校不同的有18人，其分布为：北广4人，人大2人，北大、

复旦、南大、兰大、浙大（原杭州大学）、中大等各1人，未知2人。跨

专业做新闻传播研究的学者有6人，北大和武大最多，成绩很好，特别

是3位博士，张国良、匡文波、单波为新闻传播学做的贡献不小。

引证特点：经过计算发现，以上学者的著述被引用情况50%以上发

生在2001年以后，这是该数据库发展本身所致。所以表中我特意列出了

2001年以后这些学者发表论文的篇数。通过论文发表数与著述引用数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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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后我们认识到，老一辈学者的被引情况以教科书和著作偏多，如甘惜

分、方汉奇、郑兴东；年轻一代被引的论文偏多，如张国良、喻国明、

郭镇之、陆晔、蔡雯；而一些中坚力量仍焕发着蓬勃的学术创造力，如

陈力丹、刘建明、童兵、郑保卫。表中最后一栏里加括号的数字是2001

年后该学者发表论文在43人中的排名，读者可与被引证数的排名作一比

较，作出一些结论。不过要明辨的是，个别学者因为出国的原因，论文

的发表数量极少。

四

最后还需要强调一下，著述引证统计只是部分反映了学者的研究水

平，它更能反映的是一个学者的影响力和读者对他的认可程度（也许还

有强烈的反感态度，以致不得不撰文对他的著述提出批评），也反映了

我国特定的教育制度和学术制度。况且，新闻传播学研究者们撰写论文

时，经常偏好而且也不得不引用教材，这也导致引用次数的统计不能很

好地反映学者的学术水准。

第二节 从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分析新闻传播学科发展
（1993-2006）a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是我国目前唯一国家级的、具有前瞻性、全局

a 本书写作框架受常安的论文《国家社会基金法学类立项项目分析——从基

金的角度看当代中国法学发展状况》（载《法商研究》2006年第1期）的启发不

小，特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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