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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第2版)》从理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意义和研究方法写起，
分别阐述了新闻传播的行为、传播者、内容、过程、要求、媒介、事业、受众、效果和
调控，研究了新闻传播活动的发生及其发展和运作的规律，以及它同随自己互动的社会
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构建了一个逻辑联系合理、清晰的理论框架。《理
论新闻传播学导论(第2版)》广收并蓄，吸纳了被学术界认同并在实践中行得通的成果，
突出专业知识与基本理论的阐释，对于青年学生掌握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并从
应用走向科学，是大有裨益的。第二版的修订，随着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和产业、新闻传
播教育与科研的发展，增加了媒介融合、新闻传播体制改革等新内容，并对上版的不够
准确性确之处进行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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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首先，新闻传播者是“信息流通的动力”。面向大众的新闻传播者，是令信息流动永不
停息的推动力，是新闻传播过程中最活跃的因素。受众所获知的各种讯息，都是由新闻
传播者给定的，因此，新闻传播者又是新闻信息流量和流向的控制者。从这个角度考察
，新闻传播者是新闻传播活动的“把门人”。人们由此而期待新闻传播者成为“消息灵
通人士”、“权威人士”，是理所当然、持之有据的。
    其次，新闻传播者是“意见交流的桥梁”。新闻传播者作为社会信息的传递者，
竖能通上下，横可联左右，不仅传递消息，而且传递意见，反映社情民意。政府、政党
、集团有赖传播者而能向下向外发布政令、政策、意图，使之成为“喉舌”；倾听下级
、基层的呼声、意见、建议，使之成为“耳目”。基层、民众、外界有赖传播者而有了
向上级、政党、政府呐喊、呼唤、反映的“喉舌”，倾听“上头”、左邻右舍方方面面
的声音的“耳目”。在功能健全的条件下，新闻传播者成了社会实现意见交流与沟通的
纽带。
    再次，新闻传播者是“监督权力的镜鉴”。新闻传播者通过大量的社会决策与社
会现实的公开报道，而令政府与公务员的行政行为与个人品质处于阳光之下，从而使纳
税人有机会审察、评估权力机关与权力人士，行使自己社会主人的权利。在民主社会，
民众监察、批评政府与官员最重要的渠道是通过传播者提供的新闻媒介。新闻传播者是
社会的嘹望者，公共利益的守护人。因此新闻传播者有所谓“第四权力”、“无冕之王
”的雅号。在中国，近年也出现了“道德法庭”、“报青天”的称谓。中央领导人接见
中央电视台工作人员时，称赞他们是改革尖兵，政府镜鉴。在西方，用“揭丑”、“扒
粪”来称呼新闻传播者的职业行为，司空见惯，他们的揭露性报道，也被称之为“扒粪
报道”、“揭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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