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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人大社新闻传播学文库精选第一辑书籍，共有11册，包含了新媒体用户研究，新媒体舆论，“明镜”与“明灯”:中国主流媒体话语与社会变迁研究等等，想要了解更多的可以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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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新媒体用户研究：节点化、媒介化、赛博格化的人（新闻传播学文库）

《新媒体用户研究》关照新媒体时代的人，探究人与新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在新媒体作用下人与人的关系。 全书从三个关键视角来观察新媒体时代的用户：其一，节点化的用户。作者将新媒体用户视作新媒体的传播、社交关系、服务这三种网络的节点，以此洞察新媒体时代传播的新意涵以及社会关系的重塑。其二，媒介化生存的人。移动时代新媒体用户的数字化生存，也是一种典型的“媒介化”生存，媒介与现实生活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映照、相互生成的关系。理解这些新的关系，才能更好地理解新媒体时代的人。其三，赛博格化的人。正在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在促成人的“赛博格”化，也使得人-机关系成为未来重要的传播关系。人既是新媒体的用户，也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更是复杂的生命体。《新媒体用户研究》既体现以人为本的观察视角，更呈现出面向未来的研究意识。

镜像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新闻传播学文库）

《镜像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依据中国大外交战略布局，从“新型大国关系”和“一带一路”两个大方向上，选取美国、英国、法国、韩国、日本、部分阿拉伯国家和澳大利亚作为研究对象，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分析它们对中国电视国际传播效果的评价，并提出对策建议。 在研究中，本书从所选对象国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相关民意调查和政府文献等多个维度进行资料搜集，并结合田野调查和访谈等实证分析。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本书廓清了新形势下中国电视荧屏上的中国形象在这些对象国的样貌，在此基础上，从国别/区域和全球两个层面总结中国形象的国别/区域性国际传播规律以及共性特征，并据此为今后中国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方案。

新媒体舆论：模型、实证、热点及展望（新闻传播学文库）

目前，新媒体舆论是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亦是各级政府十分关注的问题。本书是国内外第一部完整的研究新媒体环境下舆论问题的专著。主要内容包括：新媒体舆论的特点、形态、形成机制、演化理论模型；新媒体舆论的主客体研究（用户研究与平台研究）；新媒体舆论研究的热点，如谣言传播、群体性事件中的新媒体舆论研究；新媒体舆论的管理难点和对策研究。

互联网使用与政治参与（新闻传播学文库）

《互联网使用与政治参与》探索中国的公民是如何通过互联网的使用影响现实政治参与和网络政治参与的。在选举现实政治参与和群体性事件现实政治参与中，互联网的使用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这是由于不同类型政治参与情况在中国发展的不同情况导致的。在网络舆论监督型政治参与、网络献言献策型政治参与、网络另类政治参与的分析中，本书发现其受制于现实政治参与的制度安排与影响，并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影响的现实政治参与和网络政治参与这两方面的政治参与是互为补充、互相影响、此消彼长的。

“明镜”与“明灯”:中国主流媒体话语与社会变迁研究（2003-2012）（新闻传播学文）

《“明镜”与“明灯”：中国主流媒体话语与社会变迁研究》（2003—2012）以中国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主政时期的“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新华社年度十大新闻”以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使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比较分析和话语分析，阐述了新闻话语反映社会实践和建构社会实践的功能，以点带面地描绘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发展。 本书属于解释型研究，从三个层面——知识分析、理性分析、文化分析——展开对于中国主流媒体话语的分析。在知识分析层面，侧重于从语用学、话语分析角度阐述主流媒体话语的特点及反映和建构社会实践的方式；在理性分析层面，侧重于媒体话语对于社会实践的“明镜”式反映和“明灯”式指引的内容分析；在文化分析层面，着力于阐释主流媒体话语与社会实践互塑过程中呈现的文化价值的四个维度。

移动互联时代的政府形象传播（新闻传播学文库）

政府形象的构建在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迎来新机遇、面临新挑战。《移动互联时代的政府形象传播》结合新变化，探讨了政府形象传播的体系、路径、策略，既从“政府行为”维度对信息公开、舆论引导和网络问政这三项政府形象传播的重点工作加以剖析，又从“传播媒介”维度论述了政务微博、政务微信和政务App三类移动政务新媒体对于政府形象传播的价值。本书观点新颖、数据详实、案例丰富，为学界和业界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南。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典文献研究（新闻传播学文库）

这是一项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行深化研究的项目，采用历史－哲学－人文的传统方法，选取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传播、新闻、宣传、文化等方面论述的经典文献，进行历史考证性质的研究，还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本来的写作背景，真实再现经典作家论述的原本意思，以及这些观点得以产生的思想渊源。 我们现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看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著都是中译文，这对于深刻而直观地理解他们的思想是一种无形的障碍。本书收入的多数文章，对照原著文字与中译文进行了对比研究，厘清了一些由于翻译而造成的误读。 除去努力还原经典作家本来的观点和写作背景外，本书也做了一些对以往研究中问题的拨乱反正工作。同时，根据近年新发现的资料（包括对这些资料的研究成果），努力从现代视角重新审视原著的现代理论意义，给予科学的阐释。

调查性纪录片研究（新闻传播学文库）

近些年来，一种新的纪录片类型——调查性纪录片备受人们的青睐。本书就是对调查性纪录片展开的开拓性的研究。 在厘清概念的基础之上，作者运用叙事学、伦理学、传播学等理论，考察了调查性纪录片的社会功能、文本建构、生产机制、传播效果及未来发展。 作品追踪历史上和新媒体环境下调查性纪录片的生产与传播，综合运用文艺学和传播学理论做跨学科研究，作品视野开阔，时有创见。 在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扎实的学术积淀之外，《调查性纪录片研究》体现了人文科学研究者应有的公共精神和人文关怀。

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修订版）（新闻传播学文库）

《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系统展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开放的思想体系。全书论证了他们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理论、世界交往的基本理念，详尽地阐述了他们所谈到的几乎所有涉及人类传播的各种现象和形态，诸如思维、语言、文字、印刷术、宗教、文艺、宣传、新闻、报刊等等。还论证了他们关于传播与法、传播心理、工人政党内部的精神交往、人类传播历经的三个发展形态等等观点。作者写作此书历时十年，通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做了名目索引约1万条、卡片3000张和一本提要笔记。书中介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传播观点，是人们所不熟悉的，对于开阔思想很有教益。本次修订，除订正个别讹误，新增两篇书评及作者的获奖感言。一些大学新闻传播院系将该书列为研究生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基础理论书目。

传媒版权管理研究（新闻传播学文库）

《传媒版权管理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尝试在制度框架内、历史视野中以及国外参照系里，多角度地研究国家、社会与企业三个层面的传媒版权管理。在本书中，国家与社会层面的传媒版权管理聚焦于版权保护制度及社会版权管理平台，企业层面的传媒版权管理则侧重于企业版权生产与开发、版权交易、版权保护手段与措施等具体活动。 本书点面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践深描相互映衬，访谈录、案例与正文相互补充，适合对版权问题感兴趣的学界与业界人士使用。 传媒版权管理的现实价值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1.顺应传媒业由“广告中心型产业”升级为“版权中心型产业”的需要。2．顺应传媒业由单纯强调“覆盖”升级为强调“影响”的需要。

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修订版）（新闻传播学文库）

唐代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美丽时代，其“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开放吐纳之象，“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的昂扬奋发之气，“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奋发进取之姿，“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高瞻远瞩之怀，既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与现代社会的气脉隐隐相通。相对于唐代其他领域如火如荼的研究，新闻传播方面的探讨无疑还比较冷清寂寥。本书对于唐代新闻传播活动做了详细、系统的介绍和论述，填补了中国新闻传播史，主要是古代新闻传播史研究中的空白，且不乏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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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限的传播

三、有限的效果

结　语　向未来开放

一、真实无止境

二、调查新变化

参考文献

参考影片（节目）

后　记

镜像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新闻传播学文库）

封面

目录

总序

序

写在前面的话

绪论

1 问题的提出

2 主要研究内容

3 研究意义

4 主要研究方法

5 主要创新之处

第一章 中国国际传播政策述评

1.1 不同阶段（1978—2008年）中国国际传播理念和政策综述

1.2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中国国际传播面临的主要挑战

1.3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中国国际传播的主要指导思想和措施

第二章 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效果研究述评

2.1 中国国家形象研究概况

2.2 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效果研究综述

2.3 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第三章 美国主流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与中国电视传播策略

3.1 新环境下中美关系及其对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要求

3.2 所选主流媒体背景介绍

3.3 美国主流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分析

3.4 新环境下中国电视传媒对美国传播策略分析

第四章 英国主流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与中国电视传播策略

4.1 新环境下中英关系及其对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要求

4.2 所选主流媒体背景介绍

4.3 英国主流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分析

4.4 新环境下中国电视传媒对英国传播策略分析

第五章 法国主流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与中国电视传播策略

5.1 新环境下中法关系的特点

5.3 所选主流媒体背景介绍

5.4 法国主流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分析

5.5 新环境下中国电视传媒对法国传播策略分析

5.6 在国际传播中，应重点关注中法关系的几个问题

第六章 韩国主流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与中国电视传播策略

6.1 新环境下中韩关系及其对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要求

6.2 所选主流媒体背景介绍

6.3 韩国主流电视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分析

6.4 新国际环境下中国电视传媒对韩传播策略分析

第七章 日本主流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与中国电视传播策略

7.1 新环境下中日关系及对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要求

7.2 日本主流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

7.3 新环境下中国电视传媒对日本传播策略分析

第八章 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与中国电视传播策略

8.1 新环境下中阿关系及对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要求

8.2 所选主流媒体背景介绍

8.3 阿拉伯主流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分析

8.4 新环境下中国电视传媒对阿拉伯国家传播策略分析

第九章 澳大利亚主流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与中国电视传播策略

9.1 新环境下中澳关系概述及对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要求

9.2 所选主流媒体背景介绍

9.3 澳大利亚主流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

9.4 中国电视媒体的对澳传播

9.5 新环境下中国电视传媒对澳大利亚的传播策略

第十章 新环境下中国形象电视传播的国际传播策略研究

10.1 中国电视传媒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大众文化传播

10.2 中国电视传媒对于中国文化创造的大众文化传播

10.3 总结

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修订版）（新闻传播学文库）

封面

总序

目录

导论

第一章　邸院与驿传

上篇

进奏院的由来

长安与诸道进奏院

进奏官素描

下篇

历史上的驿传

隋唐驿传的发达

客舍青青柳色新

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

第二章　传播方式（上）

《开元杂报》

韩翃与“邸报”

进奏院状报

第三章　传播方式（中）

新闻·传播·新闻传播

露布及其妙用

一纸檄文敌千军

第四章　传播方式（下）

白日登山望烽火

校尉羽书飞瀚海

榜文与告示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第五章　新闻传播思想

闳放的盛唐气象

隋初的文体改革

李世民与《贞观政要》

陆贽的去蔽求通说

刘知几的才学识理论

《史通》与“直笔”

第六章　士人传播——总论

士的流变

“社会的良心”

唐代的士

唐代的士人传播

歌诗合为事而作

第七章　士人传播——分论（上）

尺牍书疏，千里面目

史统散而小说兴

唐人笔记

第八章　士人传播——分论（下）

题壁的由来

唐人题壁

旗亭画壁

前峰月照一江水

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题壁与传播

“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

第九章　民间传播

乡土中国

人际网络与口耳相传

一方水土一方人

歌谣谚语

上有天堂，下有员庄

骆宾王“造谣”

俗讲与变文

《张议潮变文》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点再反思

后记

修订版补述

新媒体舆论：模型、实证、热点及展望（新闻传播学文库）

封面

目录

总序

序言

第一篇 新媒体舆论的理论基础

第一章 新媒体概论

第一节 到底什么是新媒体？

第二节 新媒体的优势

第三节 新媒体给传媒业带来的冲击

第二章 新媒体舆论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

第一节 新媒体舆论的特点

第二节 新媒体舆论的管理

第三章 新媒体舆论研究的理论模型

第一节 新媒体研究理论模型

第二节 新媒体舆论研究的蝴蝶效应模型

第三节 新媒体舆论蝴蝶效应的生命周期理论模型

第二篇 新媒体舆论的主体——用户研究

第四章 新媒体用户特征研究

第一节 新媒体时代的受众理论

第二节 网民的基本特征分析——由精英走向大众化

第三节 新媒体用户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分析

第三篇 新媒体舆论的客体——平台研究

第五章 网络论坛

第一节 网络论坛的传播特点

第二节 网络论坛案例

第三节 网络水军

第六章 博客与微博

第一节 博客

第二节 微博

第三节 微博舆论分析

第四节 网络论坛舆论与微博舆论的比较

第五节 微博舆论案例研究

第七章 手机媒体及其舆论管理

第一节 手机媒体的概念与特征

第二节 手机媒体引发的问题

第三节 微信

第四节 手机媒体的管理

第五节 手机媒体舆论案例——智能手机助推伦敦骚乱？

第四篇 新媒体舆论研究的热点

第八章 新媒体谣言研究

第一节 谣言的演变

第二节 新媒体条件下谣言的传播与消解模型

第九章 群体性事件中的新媒体舆论

第一节 群体性事件：中国特色的概念

第二节 群体性事件的演化机制

第三节 基于新媒体的群体事件案例分析

第五篇 实证研究

第十章 关于新媒体舆论的实证研究

第六篇 对策与展望

第十一章 新媒体舆情的应对策略

第一节 日常的舆情监控与分析

第二节 应对原则

第十二章 新媒体舆论的未来展望

第一节 新媒体的展望

第二节 新媒体舆论的展望

参考文献

移动互联时代的政府形象传播

封面

目录

总　序

序

前　言

第一章　移动互联时代的传播图景与舆论场域

第一节　移动互联时代的传播图景

第二节　移动舆论场的特征与核心问题

第二章　政府形象构建的环境、路径及体系

第一节　政府形象构建的变化与挑战

第二节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政府形象构建的路径和体系

第三章　政府形象现状评估———基于公众的认知

第一节　研究概况与政府形象概览

第二节　公众获取政府信息的媒体使用行为

第三节　数据刻画：政府形象现状

第四节　公众媒体使用行为对政府形象构建的影响

第四章　把握政府信息公开的时度效

第一节　政府信息公开的发展与面临的挑战

第二节　把握时度效优化政府信息公开

第三节　优化政府网站以促进信息公开

第五章　政府讲故事的现实困境与破解之策

第一节　什么是“好故事”

第二节　政府如何讲好故事

第六章　网络问政的演化和制度设计

第一节　网络问政的发展状况

第二节　综合性网络问政平台的创新发展

第三节　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的运作经验

第七章　再论政务微博的功能与价值

第一节　政务微博的发展状况

第二节　政务微博功能与价值的再讨论

第八章　政务微信运营的老问题与新思考

第一节　政务微信的发展状况

第二节　政务微信运营的老问题与新思考

第九章　政务A pp的现状分析与运营要点

第一节　政务App的发展现状

第二节　政务App的运营要点

参考文献

“明镜”与“明灯”

封面

目录

总　序

序

第一章　媒体话语与社会变迁研究

第一节　社会变迁视野中的媒体话语研究

第二节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第二章　主流媒体话语分析

第一节　主流媒体与主流话语

第二节　主流媒体话语体系及层次

第三节　主流媒体话语分析的向度

第三章　介于表现社会实践与建构社会意义之间的主流媒体话语

第一节　媒体话语是社会实践的表现

第二节　媒体话语是社会意义的建构

第三节　作为“明镜”与“明灯”的媒体话语

第四章　主流媒体话语对社会变迁的“明镜”式再现

第一节　新华社年度十大国内新闻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再现

第二节　主流媒体流行语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再现

第五章　主流媒体话语对社会变迁的“明灯”式指引

第一节　成就报道话语对中国社会实践的建构

第二节　灾难新闻话语对中国社会实践的建构

第六章　中国主流媒体话语的价值四维

第一节　主流媒体话语对社会实践的呈现

第二节　主流媒体话语对社会价值观的建构

第三节　主流媒体话语对文化认同的塑造

第四节　主流媒体话语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附录1　“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年度流行语（2003—2012）

附录2　“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年度流行语专题类（2003—2012）

附录3　“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春夏流行语（2003—2012）

附录4　“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春夏流行语专题类（2003—2012）

附录5　新华社年度十大新闻（2003—2012）

参考文献

后　记

传媒版权管理研究（新闻传播学文库）

封面

目录

总序

序

前言

第一部分 总论篇

第一章 版权保护制度——版权管理的制度基础

第二章 中国版权保护强度与版权产业效益间关系研究

第二部分 概览篇

第三章 美国传媒版权管理概览

第四章 英国传媒版权管理概览

第五章 中国传媒版权管理概览

第三部分 调研报告篇

第六章 权利意识觉醒后的起步：中国传媒版权管理状况深描

第四部分 专题研究篇

第七章 传媒版权作品生产研究

第八章 传媒版权交易研究

第九章 中国音著协市场支配地位的判定及影响研究

参考文献

附录一：访谈实录

附录二：案例篇

附录三：研究方法使用情况

后记

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

封面

总序

怀念“板凳十年冷”的研究环境——《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获奖感言

目录

绪　章　“我们的交往！”

第一章　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交往观

一、精神交往与物质活动

二、处于“力的平行四边形”中的交往

三、“需要的体系”与精神交往

四、交往内容和形式的延续性

五、统治阶级的思想与精神交往

第二章　从民族交往到世界交往

一、民族交往

二、世界交往

第三章　人的本质与精神交往

一、人的自然本质与精神交往

二、人的社会本质与精神交往

三、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

四、“需要的人的本性”与交往

第四章　交往媒介——语言

一、语言的产生

二、语言与思维同轨迹

三、作为人类群标志的语言

四、语言的分化与融合

五、现代文明语言的形成

第五章　交往媒介——文字和印刷术

一、文字产生的历史过程

二、文字的演进

三、印刷术发明的意义

四、文字交往的局限

第六章　交往革命

一、交往革命的进程

二、交往革命与文明的传播

三、用时间消灭空间

四、对信息时代的预见

第七章　交往形态——宗教

一、宗教交往的特征

二、人为宗教传播的条件

三、宗教宣传

第八章　交往形态——文艺

一、文艺的交往特征

二、物质生产发展同文艺生产的不平衡关系

三、创作方法和文艺批评

四、“世界文学”

第九章　交往形态——舆论

一、舆论的历史演进

二、现代舆论的特点

三、舆论的力量

四、对舆论的社会控制

五、报刊与舆论

第十章　交往形态——宣传

一、宣传的内涵和意义

二、宣传的理论“支柱”和物质基础

三、宣传者和宣传媒介

四、宣传对象

五、宣传方式和宣传效益

六、“灌输”

第十一章　交往形态——新闻

一、事实与新闻的产生

二、作为新闻载体的报纸

三、新闻的社会作用

四、新闻时效

五、有机的报纸运动

第十二章　交往媒介——报刊

一、报与刊，报刊的种类和职能

二、报刊的社会地位和作用

三、报刊与政治

四、有产阶级报刊和工人运动

五、“一般的公正”和客观报道

六、报刊的监督职责

七、报刊经营

八、关于“报刊的内在规律”

第十三章　交往政策

一、书报检查

二、知识税及保证金

三、表现自由观念与商品经济

四、19世纪表现自由史论

五、表现自由与工人运动

六、交往政策与法

七、几项具体的交往法律、惯例

第十四章　交往心理

一、外部环境与交往心理

二、交往中的认同心理

三、交往的心理障碍

四、交往中“注意”的形成

五、流言

第十五章　工人的精神交往

一、大工业与工人的精神发展

二、工人精神交往的历史形态及特征

三、报纸是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

四、巴黎公社的精神交往

五、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精神交往

第十六章　交往的三种社会形态

一、交往的人的依赖形态

二、交往的物的依赖形态

三、交往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形态

参考文献

陈力丹和他的《精神交往论》

陈力丹《精神交往论》的第三个版本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典文献研究

封面

目录

总　序

写在前面

第一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播思想

按语

折射德国1830年代报刊与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恩格斯?刊物?一文考证

青年恩格斯的音乐传播思想———恩格斯?莱茵省的节日?一文的考证研究

马克思论时间、空间与信息传递的辩证关系———对?经济学手稿(1857—1858)?(资本的流通过程篇)的传播学考证

第二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闻职业意识与经营理念

按语

有关?新莱茵报公司章程?的考证

“真正有能力”:恩格斯的军事新闻记者观———?恩格斯致亨利?约翰?林肯(1854年3月30日)?考证研究

第三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报刊职能意识

按语

新发表的马克思?莱茵报?活动历史文件考证研究———?科隆市民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

报刊的价值:不能让揭露“失去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审判案?一文的原著考证研究

维护不同意见自由斗争的权利———关于恩格斯?关于招贴法的辩论?的考证

无产阶级办报刊的使命———??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评析

第四部分马克思的人民报刊思想

按语

马克思“人民报刊”理念提出的背景考证———读马克思关于?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的系列通讯

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新闻统制与抗争———马克思?对波拿巴的谋杀?一文考证研究

第五部分马克思的交往政策理念

按语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考证研究———马克思首篇政论文的历史背景及思想观念分析

书报检查、出版法与出版自由———马克思?普鲁士出版法案?管窥

出版自由法与绞杀自由并存的怪现象———对马克思?霍亨索伦王朝的出版法案?一文的考证研究

印花税是“对以自由精神创作的作品的一种禁止制度”———马克思?报纸印花税?考证研究

第六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报刊与政治

按语

马克思论报纸利益与政治———对马克思?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一文的考证

马克思论报刊的意见与党派及人民的关系———马克思?报刊的意见和人民的意见?一文考证

报刊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考证研究

第七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党报思想的形成

按语

倍倍尔论党内思想交流与新闻传播的原则———?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和组织章程的报告?的考证研究

党报编辑部如何捍卫党的原则———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73年6月20日)考证研究

党报要做贯彻党的纲领和策略的典范———对?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的考证

马克思主义新闻政策与党内意见交流的重要文献———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考证研究

列宁论证出版物党性的经典论著———?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考证研究

列宁论政治杂志的办刊方针———列宁致阿?马?高尔基(1910年11月22日)考辨

夺取政权时期列宁的党报思想———列宁?关于?真理报?编辑部的改组和工作?考证研究

第八部分列宁对苏维埃报刊作用的探索

按语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论苏维埃报刊的任务———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考证分析

共产主义试验背景下的列宁党报思想的沿承、发展与畸变———列宁?论我们报纸的性质?考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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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刘琛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安东尼簚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其《社会学》一书中，曾这样解释“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提出的背景，他认为：“在21世纪的开端，我们可以感受到社会变革的急速脚步，以及一个日益深化的全球性社会（global society）。交通、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巨大变革推动人类历史迎来地区与世界联系的新篇章。（在新世纪之前的）30年或40年里，该进程进一步加速。为此，社会学家们用一个术语‘全球化（globalization）’来形容这一过程。”

根据这个解释，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以来，所经历的正是全球化浪潮带给世界深刻影响与冲击的历史时期。可以说，中国是顺时代潮流而动，积极自主地融入全球化进程。走过近40年，中国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取得的成绩不仅吸引了全球关注，也引发了热烈讨论。一个历经荣辱兴衰的中国，一个谋求国家与民族复兴的中国，一个期待实现共同发展的中国，需要强化世界对自己的了解。以此为背景，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应该肩负起内涵更加丰富、意义也更为深远的历史使命。

在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努力中，电视传媒因其自身的独特优势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西方传媒业发达国家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例如，著名传播学者、法国哲学家、后现代主义作家让簚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曾以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出现的“CNN效应（CNN effect）”为代表性案例，证明了电视不仅是在“报道（report on）”事件，更是在“塑造（shape）”现实。因此，在一个电视无所不在的时代（in an age where TV is everywhere），人们需要懂得如何善用“客厅里的这个伙伴（a mate in our living room）”。可见，在国家形象建设与传播中如何充分发挥电视的长处，以质量饱满的内容打造“了解中国与世界的窗口”，是值得中国电视传媒认真对待的课题。

然而，通过完整梳理自1999年以来的各类文献，我们发现本领域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一些有待完善之处：

其一，既有研究较少从广电领域入手，难以适应中国电视因国际传播迅速拓展而面临的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其二，既有研究重在反映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样貌，但是欠缺评价指标研究，即虽提出评价结论，但是未能给出系统的“评分标准”，因此难以抽离出干扰中国对外传播效果的要素，影响了对策建议的科学性与客观性。

其三，既有研究虽部分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但研究框架更近似于“国别体论文集”，更多停留于“形不散，但神散”，甚至“神散且形也散”的阶段，因此难以反映和总结出中国形象在国际传播中应注重的“国家性”或“地区性”差异点，尤其是难以体现传播规律的共性特征。

为此，我们项目组申请了原国家广电总局2011年部级社科研究项目。经过历时两年多的努力，推出了这部结题成果《镜像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本书的研究目的、重点和主要创新点

本书的主要研究目的在于：对比分析中国电视荧屏上的中国形象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传播效果；探索在不同背景下，影响中国形象通过电视等大众传媒进行国际传播的核心要素，重点是剖析影响要素的差异性和共性；从国别/地区和国际等两个层面提出策略建议，前者强调针对性分析，后者重在对当前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的规律性研究。

本书的研究重点在于：以国别和地区为案例，对比分析中国电视对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效果；在分析每个案例时，评价指标均为“国家政策”、“中国电视媒体自身”、“国家与国际关系建设”、“他者主流媒体议程解读”，以及“文化与历史观”等影响要素，目的是辨析各因素在不同背景下的作用度、共通点和差异性，尝试提出评价指标体系；提出国别层面的传播策略以及针对国际传播规律的宏观层面的建议。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书的补白性尝试主要体现在：

其一，研究选题具有较鲜明的创新性，是国内第一部区域国别体中国电视与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研究著作，而不是编著、论文集或“皮书”。

其二，研究思路与方法具有较鲜明的创新性，是国内本领域第一部以传播学、国际政治和跨文化传播等跨学科理论为指导，并以此统一架构全书框架的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研究著作。

其三，研究预期具有较鲜明的创新性，是国内第一部依据统一的评价指标，对中国电视上中国形象国际传播效果进行区域/国别对比分析的著作，也是第一部尝试从“具体对象国/地区”和“全球”两个维度进行传播影响要素和策略分析的著作。

其四，作者构成具有较鲜明的创新性，是国内第一部以“政府”、“业界”和“学界”相结合为定位的著作。团队成员来自偏重对外传播政策研究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等单位和新华社等国际传播实践部门，以及专长于理论研究的高校。此外，团队具备多语种和在对象国有过求学与工作经历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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