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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2009年卷)》一书的编者在“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五届(2009)年会收到的大
量文稿中，经作者同意在部分新闻学期刊2008年发表的有关文稿中，共选取百余篇稿件，辑成《人民
共和国党报论坛2008年卷》以飨读者，并恳请各方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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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演讲·访谈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在“人民日报校园行”系列活动北京大学启动仪式上的讲话/张研农  在“人民日报校园行”中
国传媒大学站活动上的致辞/何崇元  在“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六届(2009)年会上的讲话/张虎生  牢
记重托奋发有为努力办好人民网/何加正  反映中国民意发出中国民声/胡锡进  为了能源之爱    ——李庆
文访谈录  新疆经济报传媒集团外宣报刊简介    ——在“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六届(2009)年会上的
发言/苏继赏  从办报理念创新看《新华日报》的开放意识    ——在“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六
届(2009)年会上的发言/周跃敏  “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六届(2009)年会祝辞/袁军  《中国经济周刊
》与美国《财富》杂志关于全球金融危机报道比较    ——为“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六届(2009)年
会而作/季晓磊  体育大国专业报纸信息传播与影响    ——在“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六届(2009)年会
上的发言/汪大昭  党报及其论坛的发展之路    ——在“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六届(2009)年会上的发
言/王传寿  黄山旅游发展与《黄山日报》品牌打造    ——在“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六届(2009)年会
上的发言/李跃梅  我国新闻媒介在提高国家软实力中的对策研究    ——为“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
六届(2009)年会而作/哈艳秋张新越王蕾  1985年中国《人民日报》与苏联《真理报》国际版抽样分析    
——在“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六届(2009)年会上的发言/王彤  越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报》与中共中
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比较点滴    ——为“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六届(2009)年会而作/王卫明  阮氏
梅香  报业应有文化创新的思路/杨志弘  美国瓦尔帕莱索大学教授保罗·奥伦就新媒体问题答疑/王芳
翻译整理  《南方周末》和《环球时报》是我最关注的报纸/福洛阳·伯德  文化交流与信息的对称/萨
沙  透过吉尔吉斯斯坦大众传媒棱镜折射的吉中经贸关系/卓尔多硕娃·热迪孜  商业世界需要经济新
闻/萨特利金·沙姆苏金诺夫  经济自由是事业成功的保证/苏亚罗夫·萨德利金  白俄罗斯传媒和中国
传媒的异同/伊娜莎·布列斯卡谢夫斯卡娅讲义·论文  报纸新闻标题的简单与才情/杨明森  加强和改
进民生报道/杜飞进温红彦  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结合国际金融危机报道谈地方党报经济报道改
革/张志欣赵兵  从金融危机看中国书业的“危”与“机”/刘强  2009年中国广告业的空间与理性/丁俊
杰  王昕  五个亮点五条建议    ——2009年下半年《人民日报》扩版数据简报及简析/中国传媒大学党报
党刊  研究中心课题组  试谈报刊业是版权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课题组 
当前我国报刊版权管理与运用面临的问题/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课题组  全国党刊研究会历
史沿革/全国党刊研究会  宏观性·倾向性·萌芽性    ——第十九届中国新闻奖评选印象/王武录  新媒体
与党报发展新策略/刘卫东  张传香  正确认识三对关系  把握引导舆论热点    ——关于新中国成立60周年
宣传报道的思考/李传柱  关于中国报业生存空间的思考/丁亚韬  坚持八年鞭挞虚假新闻的思索/吕怡然  
危机传播与舆论引导/祝晓虎  世界是平的    ——驻外记者的新挑战/吕鸿  我国政府舆论形象建设初探/
李昌祖张洪生  当前我国报业的品牌竞争格局/张树庭吴剑秋  试谈报业集团经营与管理对策/刘运峰  关
于培养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高职人才的思考/宋兆宽  虚拟社区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与对策    —
—基于对天津四所大学的随机抽样调查/孙瑞祥  汤向男  打好“新闻”牌    ——以《纽约时报》为例分
析融合时代报纸的对策/卜松涛  多维视角看中日社区广播的发展/张彩  企业文化：市场化报纸发展的
不竭动力    ——环球时报拾零/张晓红  从政府文化视角看地方政府如何应对网络舆论/刘鹤文  王菲  改
革开放初期：我国新闻传媒合作性竞争态势渐显/成文胜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财经期刊经营模式的转
型问题    ——兼谈逆势上扬的《经济学人》的经营策略/黄玲  互联网运营规律与数字报纸收费模式探
析/詹新惠  传媒业须树立大媒体理念/王佳航  《人民日报》2009年“两会”报道编辑思想简析/闫永栋  
当代中国报业集团出版社跨媒体经营成就浅析/梁小建来稿选编  论版权文化建设中我国党报的舆论引
导功能/巩勇  浅析将项目管理全面引入出版业/任蕾  风险与责任    ——浅谈健康传播/张宁斌  论报纸的
版面创新及其机制建立/桂万保  重构业务模式：党报背景网站的首要经营战略/尹良润  从微观角度解
读我国中文报纸的对外传播    ——《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报道阶段性抽样/李鲤  更新评论理念打造
品牌媒体    ——《中国环境报》评论初探/张苏敏  我国黑格尔研究概略/丁凡  试述国民幸福指数/鞠立
新  图像化时代下的党报版式设计/张慷  内地省级卫视演艺选秀节目的受众定位研究/万晓霞  “自媒体
”兴起与传统主流媒体如何发声/王泱泱  从《中国石油报》实践看中央企业报如何进行企业社会责任
报道/朱永磊  协调子报母报关系优化党报报业集团/林琳  祖国内地地铁报现状与发展展望/帅才  改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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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以来《人民日报》体育报道选材研究/李莹  《人民日报》关于新疆“7·5事件”的舆论引导分析/梁
铭之  试谈传统媒体——报纸的出路/吴艳  浅谈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    ——以“湖北三名
大学生救人溺亡事件”的相关报道为例/黄玉培  “议程设置”在经济报道中的应用及创新    ——析新
华社2009年中经济报道/赵剑影  全面·深入·务实    ——《人民日报》关于《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
报道特点分析/郭存举  试谈《北京日报》品藏版/张浩  浅析报纸媒体的人文情怀    ——以《人民日报海
外版》副刊为例/王玖霞  《人民日报》“‘红头文件’评点”栏目一瞥/马沙沙  《人民日报》国庆60
周年图片新闻报道浅议/谢婉婉  浅议社会形态对出版功能演进的影响/焦国虎  印刷技术：出版眼光的
选择/李葚  浅论媒体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夏青  论传统出版如何与手机出版联姻/张年亮  从出版周期看图
书出版与公共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周益  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和北方网《政民零距离》一瞥/叶
丹  张婧譞  党报中广告的公信力/戴士娟报道·与会人员名单·附录·编后  “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
第六届(2009)年会在南京举行  加强中外报刊比较研究促进业界学界交流互动    ——“人民共和国党报
论坛”第六届(2009)年会综述/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课题组  中外报刊比较研究传媒专家各抒
己见    ——“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六届(2009)年会综述/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课题组  “
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六届(2009)年会——“中外报刊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传媒大学党
报党刊研究中心课题组  喜逢盛世聚南广  中外人士论报刊    ——“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六届(2009)
年会成功举行  “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六届(2009)年会与会人员名单  附录：在路上，我们共同努
力    ——“人民日报校园行”中国传媒大学站活动侧记/人民日报记者赵婀娜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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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讲到现在的传播场，先给大家讲一个小例子。
前不久，我去参加人民日报社澳门分社的成立仪式，仪式还没结束，人民日报社的手机报上就已经发
出了信息：手机已经迅速地成为了新兴的媒体终端。
而实际上，在仪式开始的头几分钟，就已经有随行记者通过手机，把相关消息上传到自己的“围脖”
上进行了共享。
当下，微博（“围脖”）成了网络上一种新的言论平台。
　　随着技术进步，我们看到各种新技术，把从电脑到手机甚至到身边的任何物件，都打造成了出其
不意的媒体。
在这样的时代，甚至连讨论互联网都显得有些过时了。
　　当然，互联网在舆论场中的重要性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了。
2008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到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第一次与网友在线交流。
短短几分钟后，中国各大新闻网站和商业网站都在首页推出了这一信息。
总书记是为人民日报成立60周年而来考察的，但总书记去人民网的这个新闻迅速遮蔽了这个原有主题
，“总书记在线与网民交流”成为举国甚至举世瞩目的新闻，两个小时之后，路透社就发出了述评，
其后法新社、俄新社等多家外国媒体给予了报道⋯⋯这个细节生动地说明了新媒体的力量。
　　确实，信息技术的进步，让中国社会舆论的形成机制、传播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再是我们听
你说，而是我们都在说，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打个比方，年轻人都喜欢去KTV唱歌，大家一起唱歌时，有一种人叫“麦霸”，拿着话筒，不管
唱得好不好，什么歌都唱。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媒体场”就好像是一个KTV包房，但没有“麦霸”，“人人都有麦克风”，人
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从我们国家来看，现在网民人数是3.3 亿，手机用户接近7亿，这是近10亿只麦克风啊！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所面对的是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的讲话中所描绘的社会舆论多层次的实际
，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
在这样的传播场域中，人民日报不能总是霸占着话筒却唱不出好听的歌，也不能光是干坐着听别人唱
歌，而是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一方面是党和国家对新闻传播工作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人民日报自身发展的要求。
在新的舆论格局中，不同媒体的竞争，核心是舆论引导能力的竞争，是传播能力的竞争。
紧跟时代，勇于变革，赢得受众，就是新的传播环境给人民日报的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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