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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媒体与当代中国社会》为“2011年中国传播学论坛 ”部分论文的集结。
全书围绕着“新媒体与当代中国社会”的主题，从“
健康传播”、“新媒介管控”、“新媒体社会”、“新媒体文化”、“新媒体经济”、“微传播”6
个方面进行了分门别类的归纳与收录，既有部分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更多是本土学者的新观察与新
思考。
全书涉及面较广，基本涵盖了新媒介语境下，媒介与社会的热点研究领域。

《新媒体与当代中国社会》可作为新闻传播学学子及研究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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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我国网络媒体的社会责任治理及其评价模型研究——基于实证的分析与框架的构
想／包国强 张 曼
媒介治理：作为善治的传播研究／郑 恩杨菁雅
社会恐慌的传播模型建构与治理对策建议——对2011年抢盐事件的案例研究
新媒体环境下舆论的表达与引导／张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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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社会
媒介接触与社会公正——以在校大学生为对象的实证研究／姚君喜
群体传播·赋权·公共意识：农转非社区锣鼓队的实证研究／贺建平等
网络集体行动框架及其传播——以“郭美美事件”为研究个案／郝永华
社会结构“新”化与网络言语及“‘阅听人’体系”／赵晓光
基于时间日记范式的网络使用情境研究——以天津市居民为个案的考察／许子豪
媒介形态发展与媒介认识思想之变迁／周 岩
网络社会中的社会网络——社交媒体、社会关系与信息传播／张 引
21世纪中国突发环境事件报道的观念变革／赵士林周仲洋
互联网与传统社会救助模式的转型／陈亚亚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网络新闻从业者工作满意度研究／陶建杰
官方舆论场、媒体舆论场与网络舆论场对争议性议题的建构及其问的相互影响——以
钱云会事件为例／蒋忠波
“陌生人”视角下社会化媒体与网络社会“不确定性”研究／张杰
网络公共关系：研究图像与理论模式建构[摘要]／黄懿慧
政府新闻发布策略与城市形象塑造——以201l深圳大运会为例[摘要]／潘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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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的新传播技术与中国大学生的文化认同／陈煤如
基督教网络传播的基本格局及其社会角色透视／许正林
论新媒介技术与文化传播、文化创意产业／孙宜君王建磊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媒体与当代中国社会>>

新媒体环境下电视剧的收视行为研究——基于S大学的青年亚文化研究／吕 鹏
网络游戏对青少年观念现实的涵化影响／于红 张健挺余清
对抗性共识的塑造：电视媒介塑造认同的新方式——以《大声说》、《东方直播室》等
谈话栏目为例／邢虹文
在场的缺场：手机对藏传佛教的影响与改变——基于迪庆藏区田野调查的阐释／
陆双梅
网络文化传播的非线性规律／李文明 吕福玉 陈丽丹
新媒体与当代恶搞文化的“社会政治”／曾一果
新闻传播中“非常态的常态化”的负面后果——教养理论视角的分析／罗云锋
资本逻辑语境中广告传播的道德自强运动[摘要]／陈相雨杨 杰
公众授权与新媒体赋权——“央视春晚”与“央视网络春晚”的比较分析[摘要]／
陈 寅 陶 红
新媒体经济
基于物联网的传播学跨学科研究／谭 天
关于虚拟触点的实证研究与再思考／朱磊 陆文婧
媒介融合语境下新闻生产理念变化／李继东
数字营销平台融合趋势下的Triple Media战略探析[摘要]／张艳
媒介融合时代电视新闻发展策略探析[摘要]／柳邦坤李慧慧
论微电影在当下中国的生产及消费态势[摘要]／张波
新媒体语境下维亚康姆集团的本土化战略研究——以尼克少儿频道节目进入中国市场
为例[摘要]／柯文浩
样式、态势、趋势——新媒体环境下纪录片发展情况研究[摘要]／李 宁
微传播
传播个人主义：“自媒体”革命的政治社会学解读／潘祥辉
从微博发展看大众传播的转向／陆高峰
从媒介事件视角看微博对个体公共参与的影响／韩瑞霞
从恣意喧哗走向理性表陈——论微博用户的媒介素养／尹章池 李 凯
自媒体时代的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相德宝徐德荣 张璐
QQ空间的自媒体广告探析——以信息情景理论为分析框架／赵为学 朱 芳
朱 晶
民间与大众：灾难危机传播中的微博话语表述及其传播一以新浪“kayne”微博为例／
李晓灵
公众与媒体之间：微博场域下记者的社会资本与角色转换——基于网络舆论事件的分
析／宋美杰
网络集群的自组织特性——以“南京梧桐树事件”的微博维权为个案／曹 阳
樊弋滋
社会网络化(SNS)与中国公民社会想象——以微博化的传播环境为例／原平方
张焕萍
“微博型社会”中的网络民粹主义现象探析／皇甫晓涛
微博建构新景观社会[摘要]／何丹锋
试析微博侵权的内容、表现及规避[摘要]／李金宝
微博意见领袖判别指标体系的探索研究——以新浪微博社会民生领域为例[摘要]
朱超勤等
“一人一票，改变中国”?——微博平台之“独立参选人现象”个案研究[摘要]／
安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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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都会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创造新的认知方式，带来新的社会形态。
如他所言，随着电子媒介以及互联网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重新部落化时代，整个世界
变成了“地球村”。
新媒介着实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人们在网络世界里交友、议政，通过手机购物付款、把握世界的瞬息
万变。
然而，新媒介这把双刃剑的负面效应，不仅体现于媒介依存症，更表现于新媒介技术使得传播风险迅
速地扩大化。
　　一直以来，绝大部分学者及其研究成果都认为互联网的主要传播类型是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结
合，而手机更不容置疑是以人际传播为主，所以大多数对互联网的研究均选择人际传播或大众传播或
两者结合的视角，对手机的研究则从人际传播的角度出发，至多出于手机报的考虑联系到大众传播的
理论，忽略了群体传播在新媒介传播中的决定性作用，少见以群体传播的理论分析新媒介。
不可否认，互联网的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功能非常突出，电子邮件、即时通讯、门户网站新闻资讯、
信息搜索链接等已成为现代人生活、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手机传播更不用说，通话、短信无不是纯粹的人际传播。
但是如前所论，网络论坛、社交网站等虚拟群体空间中的信息传播，以手机为渠道的微博，无论是看
似有意无意的轻聊漫谈、有心无心的分享喜怒哀乐，还是对社会热点事件的激烈讨论，这些滋生各种
“说法”的温床都是群体传播。
事实上，互联网就是一个超越了时空限制的超大群体系统：既有初级群体如自己的SNS好友群，又有
次级群体如论坛某一话题的临时关注讨论群；既有组织群体如企业、公司内部网络，又有非组织群体
如豆瓣上的兴趣小组；既有较小范围群体如地方论坛，又有较大范围群体如全球性的社交网
站Facebook等。
即便是互联网上的其他传播类型，也夹杂着群体传播。
比如，门户网站刊发的新闻虽是大众传播，但网民对新闻的互动评论（包括对新闻内容的直接评论和
对别人观点的回复评论），则是群体传播。
QQ等即时通讯工具用在两个人之间是人际传播，而群聊却是群体传播。
以手机为渠道的微博则表现出更为强烈的群体传播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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