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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自《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2006》出版以来，此书每年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一本，已出10
本，形成品牌，受到考研学子和年轻教师的极大关注。书名冠以出版当年的年号，每年1
月定稿，4月出书，约20万字。每年的《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以下简称《解析》）都
是对前一年我国新闻传播学各方面研究现状和学界业界热点问题的回顾，从作者本人一
年所写文字中选取与当前关系较为紧密的篇章，根据内容划分为章。
《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2016》对2015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从学术层面、热点话题研究
层面和广播电视研究方面做了概述，“新闻传播学与当前政治”帮助本学科研究者深刻
理解党中央关于新闻传播工作的思路；“2015年新闻界事件分析”对前一年发生的各种
新闻传播界事件做了分析，帮助新入门的研究者学习如何在有限的时效内分析问题。 ?

作者简介

陈力丹，男，1951年2月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
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 1993年起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第六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研究方向：新闻理论、传播
理论、中外新闻史、舆论学。出版独著、第一署名著作和独编著51本。发表论文200多篇
，一般文章19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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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46年前，我从事专职新闻工作；35年前，我从事专职新闻传播学研究工作，1985—2003
年我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新闻理论研究室的工作18年，从1994年起每



年写全国新闻传播学概述，持续到2016年。基于多年对全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全面了解
，2006年出版第一本以我当时发表的新闻传播学论文为主的文集时，考虑到内容较多地
涉及本学科的各个方面，基于以往的学术积累，我个人单独署名、大胆采用了“解析中
国新闻传播学”的书名，以章节的方式、按从理论研究到业务研究的系统来编排。没有
任何课题经费的支持，也没有学校或学院的任何精神鼓励，每本30多万字，持续出版至
今年已经是第11本。能够持续出版到现在，我没有料到。我国新闻传播学的急遽扩张需
要本学科的教学和研究者具备学科全局的视野，新生代学子们的高涨学习热情，也激励
着我努力观察、研究新问题，尽可能用新闻传播学的理论来解释不断发生的问题与现象
。
我的这一“解析”系列书的特点，在于每年均有前一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学术层面、
热点话题研究层面和广播电视研究方面的概述。每年都有新闻传播业与政治关系的一章
，重点帮助本学科研究者深刻理解党中央关于新闻传播工作的思路。还对前一年发生的
各种新闻传播界事件进行分析，目的在于帮助新入门的研究者学习如何在有限的时效内
分析问题。近几年考虑到各种互联网传播形态已经构成新的媒介环境，每年都有一章“
新媒体研究”。新闻理论、传播理论和各类新闻业务研究，以及大学教学与科研中的各
种问题，也都设了专章。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十几年里，平均每年出版3~4本书，
发表各类文章80~100篇，还有较多的各类论文评议、各种咨询的答复、对学生作业的修
改等未发表的文字。按照上面的结构设计，我从每年发表或写出的文章（文字）中选择
合适的内容编入本书。考虑到书的篇幅限制，近几年我发表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文
章、外国单国新闻史研究论文不再收入，只列篇目供需要者网上查找。
今年本书的结构略有一点调整，即专辟了“世界互联网发展的三个报告研究”一章。我
国互联网的发展极为迅速，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需要睁大眼
睛看世界，清醒地了解中国在哪些方面存在差距，努力赶上去。每年关注这三个涉及世
界互联网发展的报告，应该成为本学科研究的常规工作，这对于提升中国新闻传播业的
水平和在研究领域取得好成绩，是必要的前提。故我特别请博士生和硕士生参与这三个
报告的研究。
考虑到博士生、硕士生论文的质量问题凸显，我尽力收集了2015年我对学位论文的评议
材料，以及当年审读《国际新闻界》稿件的意见，以供学子们提升论文水平参考。这年
的硕士论文评议和答辩我参与了很多，但可惜留下的文字太零散，这次无法成文。
2015年最后一天夜里，我与学生们在史论部的公共账号对话，寄语各位学子“创新本学
科的新天地”。以后我还是你们的老师，只是不再连续上课，“解析”系列书可能会以
一种新的形式继续与热爱和关注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新生代学子见面。写在前面
46年前，我从事专职新闻工作；35年前，我从事专职新闻传播学研究工作，1985—2003
年我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新闻理论研究室的工作18年，从1994年起每
年写全国新闻传播学概述，持续到2016年。基于多年对全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全面了解
，2006年出版第一本以我当时发表的新闻传播学论文为主的文集时，考虑到内容较多地
涉及本学科的各个方面，基于以往的学术积累，我个人单独署名、大胆采用了“解析中
国新闻传播学”的书名，以章节的方式、按从理论研究到业务研究的系统来编排。没有
任何课题经费的支持，也没有学校或学院的任何精神鼓励，每本30多万字，持续出版至
今年已经是第11本。能够持续出版到现在，我没有料到。我国新闻传播学的急遽扩张需
要本学科的教学和研究者具备学科全局的视野，新生代学子们的高涨学习热情，也激励
着我努力观察、研究新问题，尽可能用新闻传播学的理论来解释不断发生的问题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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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研究层面和广播电视研究方面的概述。每年都有新闻传播业与政治关系的一章
，重点帮助本学科研究者深刻理解党中央关于新闻传播工作的思路。还对前一年发生的
各种新闻传播界事件进行分析，目的在于帮助新入门的研究者学习如何在有限的时效内
分析问题。近几年考虑到各种互联网传播形态已经构成新的媒介环境，每年都有一章“
新媒体研究”。新闻理论、传播理论和各类新闻业务研究，以及大学教学与科研中的各
种问题，也都设了专章。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十几年里，平均每年出版3~4本书，
发表各类文章80~100篇，还有较多的各类论文评议、各种咨询的答复、对学生作业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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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互联网的发展极为迅速，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需要睁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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