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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6年，方汉奇先生牵头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
展研究中心”重大招标课题“1978-2008：中国新闻传播发展史研究”。
在讨论课题的架构与内容安排时，我特意提到“教育和学术都是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一部分”，获得
了与会专家的一致赞成，于是，在该课题中，新闻传播教育和学术都被列为子课题。
　　我一直有上述想法的原因是，教育使我们的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学术则是我们这门学科的
安身立命之根本，学术往往又是新闻传播实践革新的先导。
因此，从长远看，今天的新闻传播教育和学术决定着明天的新闻传播事业。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当张振亭提出以“中国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史”为题目做博士论文时，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就将其纳入上述那个重大课题之中，以支持、鼓励他不但要有勇气和
毅力去完成，而且要将其置于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发展史这一生态环境中去审视。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专著，即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学术史，顾名思义，是学术研究的历史，即所谓“研究之研究”，其前提是有了一定数量和深度
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对其条分缕析、系统总结并发现规律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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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6年，方汉奇先生牵头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
展研究中心”重大招标课题“1978-2008：中国新闻传播发展史研究”。
在讨论课题的架构与内容安排时，我特意提到“教育和学术都是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一部分”，获得
了与会专家的一致赞成，于是，在该课题中，新闻传播教育和学术都被列为子课题。
　　我一直有上述想法的原因是，教育使我们的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学术则是我们这门学科的
安身立命之根本，学术往往又是新闻传播实践革新的先导。
因此，从长远看，今天的新闻传播教育和学术决定着明天的新闻传播事业。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当张振亭提出以“中国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史”为题目做博士论文时，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就将其纳入上述那个重大课题之中，以支持、鼓励他不但要有勇气和
毅力去完成，而且要将其置于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发展史这一生态环境中去审视。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专著，即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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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学会、团体和学术会议作为一个学术互动平台，在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中有着重要地位，它是
学术共同体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新闻传播研究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体现。
尤其是学术会议，与会者围绕某一主题展开讨论、争鸣，有利于学术视野的拓展和研究问题的深入。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首先，专业学术学会、团体经费严重短缺，得不到政府、企业必要的赞助。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压缩会期，致使发言时间非常有限，交流不充分，走马观花，流于形式。
其次，论文评审不严格，凡是投稿的几乎都能被采用，只要交了会务费就能与会、发表论文，有违学
术会议的根本宗旨，沦为“公关会”、“答谢会”。
最后，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学会团体没有发挥学术仲裁的功能，在树立学术规范、整饬学术不规方
面可以有更大作为。
　　本章以布迪厄提出的场域理论分析了我国新闻传播研究主体的变化。
1978年以来，新闻传播研究逐渐超越了单纯的经验范畴，开始迈人专业化的学术门槛，它要求研究者
必须具备基本的教育训练，并有一定的学术产品。
因此，教育和学术资本逐渐成为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者最关键的资本，但新闻传播学术场域对政治场
域依然保有依附性。
　　20世纪80年代新闻传播学术论争是由实践不断超越既有政策框架而引发的，90年代中后期更多的
是因为学科自身的发展以及学术界自律、反思导致的。
作为一种互动机制，基于科学研究意义上的学术争鸣近几年呈式微态势。
　　1994年之前，新闻传播学术刊物学术性不强，以业务研究为主。
此后开始转向以发表理论研究文章为主。
1999年之后，学术刊物逐渐增多，更加注重学术规范，匿名评审制普遍建立。
但从国际视野来看，新闻传播学术期刊还可以在促进学术发展上有更大作为。
　　20世纪80年代，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团体以北京新闻学会为核心。
1990年以来，学术性团体相继成立，学术活动持续化、固定化。
但学会、团体没有发挥学术仲裁的功能，可以在树立学术规范、整饬学术不规方面有更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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