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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媒介公信论》一书是基于当代中国新闻理论最前沿的问题之一，即媒介公信力问题而展开研究的理
论成果。
    2008年，胡锦涛同志在视察人民日报社的讲话中，提到了媒介公信力的重要作用。
这是党的最高领导人首次把公信力概念引入党对新闻工作的指导意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本书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努力从现象与理论两个源头上溯，对公信力问题产生的历史
纵深作了深入的考察；对传媒界涉及公信力的各种理论，作了厘清与梳理；对确立中国特色的公信力
理论，作了建构性的尝试；对业界运行中存在的公信力缺失问题，作了对策性研究。
通过对媒介公信力进行历史考察、理论构建和实务探索，本书力图初步构建一个较为完整的媒介公信
力理论体系。
    该书为湖北省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新形势下媒介公信力研究》的最终成果，也是作者《责任造
就公信力》（该论文获得2006年度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一文的再次理论深化和突破。
相关研究成果对于全国新闻出版界从业人员的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培养也有一定的指导价值和借鉴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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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作苏，1953年9月生，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湖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社长，高级记者，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湖北大学客座教授
。
长江韬奋奖获得者，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坚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采写了大量新闻作品，获业内外好评，1996年获首届湖北“名记者”称
号。
担任集团主要领导后，提出“责任造就公信力”理念，撰写的新闻论文《责任造就公信力》和策划组
织的“荣辱观的生活解读”系列报道，同时各获第十七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组织的“记者走基层”专栏获第十八届中国新闻奖名专栏奖。
出版有《记者心语》《我随东风万里行》《浙江星火借入楚》《江河归大海》《责任造就公信力》《
创新带来生命力》《严谨培育持久力》《亲见切思录》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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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媒介公信力是公信力的一种，是媒介的一种客观属性，同时，媒介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
在社会活动过程中的行为和表现特别是它的新闻传播活动直接面向公众，要靠公众来评价，因此传媒
的公信力也离不开公众的主观评价。
从这个意义上说，传媒公信力不仅仅是传媒的客观属性，也是一个因公众而异的变量，也具有公信力
所具有的主客体二重性，是指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受众和新闻媒介机构在新闻传播活动中表现出的一
对公开、公平、客观、正义、效率、人道、责任的相互作用力——信任力和责任力，包含以人为本、
内容真实、导向正确、形式亲和四个方面。
媒介公信力实质是受众和新闻媒介机构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履行社会契约承担社会责任而展现的信任力
和责任力。
新闻媒介展示的责任是信任基础，受众展示的信任是责任体现。
受众与新闻媒介彼此相互影响，新闻媒介履行责任，是信息和意见的传播起点，受众展示信任，既是
信息和意见的接受端，也是信息和意见的反馈端，新闻媒介是信息和意见反馈的接受端，彼此循环往
复的传播，属媒介伦理学范畴。
它一方面反映了受众对一个媒介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另一方面反映了该媒介在受众中的吸引力、影响
力、号召力、引导力，是媒介的社会皮肤，是媒介竞争的关键，是媒介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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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强调指出：“要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
、影响力”。
这是胡锦涛第一次以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人的身份，把“公信力”概念引入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
实践证明，公信力产生吸引力，公信力决定影响力，公信力决定感召力，公信力决定引导力。
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风险化、文化多元化、科技网络化等环境下，媒
介适应新形势发展，如何提高公信力，增强吸引力，提升媒介影响力，加大感召力，强化引导力，警
示、揭示并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科学发展，是摆在媒介面前刻不容缓的严峻课
题。
2006年，我提出了“责任造就公信力”这一理念，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我所在的湖北日报传媒集团
开展了一系列以“责任造就公信力”为主旨的实践和探索，不断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集
团作为全国第一个拥有百万份报纸和百万份期刊的“双百万”集团，保持着持续发展态势。
2007年拙著《责任造就公信力》出版后，继续多视角地思考媒介公信力，研究媒介公信力，探索媒介
公信力。
我所主持的湖北省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新形势下媒介公信力研究》，在湖北省社科基金的资助下
，相关研究顺利开展、不断推进，《媒介公信论》是本课题研究的最终成果。
《媒介公信论》以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公信力理论为研究构想，直面中国媒体浮躁和虚夸的现实，从现
实的新闻世界图景里，通过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媒体主体性的责任建构，力图初步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
有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特色的媒介公信力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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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公信力是一张报纸存在的基石。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米博华“责任造就公信力”理念，是湖北新闻界对中国新闻界的一个
贡献。
　　——中宣部新闻局副局长 刘汉俊公信力完全可以转化为办报优势，也是开创未来的优势。
　　——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赵晨仔“责任造就公信力”，一个理当响彻整个新闻界的口号。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武录用睿智的技巧增强公信力。
　　——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昌风责任是实现媒体公信力的根本。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刘建明让公信力转化为影响力。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蔡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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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媒介公信论》：新华出版社隆重推出：新华新闻传播精品书系汇聚当代传媒理论大家权威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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