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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著体现出如下特色：(1)进行多种学科交叉研究。
研究中体现了新闻学、传播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交融，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2)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
课题组成员对多位著名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度访谈，对一批具有在不同国度接触新闻传媒的受众进行了
结构性访谈，在部分省市做了问卷调查。
并展开了个案研究，在掌握大量鲜活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学理分析。
(3)注重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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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模式面面观                513 　　　　一　对美国广播电视业商业运作的考察               513 　　　　二
　对我国广播电视业发展现状的考察               516 　　第三节　“入世”前后我国广播电视业的重大改
革            519 　　　　一　“入世”前国内广播电视业体制改革的尝试           519 　　　　二　处于现在
进行时态的“网台分离”改革             523 　　　　三　广播电视节目生产和节目管理的改进              527 
　　　　四　有关主管部门对行业法规的重新修订              530 　　　　五　对广电集团化整合和运作
的总体评价              531 　　第四节　“入世”以后我国广播电视业发展战略研究           532 　　　　一　
关于“一筐土豆”与“联合起来造大船”            532 　　　　二　关于从重“做大”到重“做强”的转
变             533 　　　　三　关于与世界广播电视业的“接轨”问题             537   第十六章　“入世”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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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网络业的发展战略               542 　　第一节　关于我国网络业发展历程的简要回顾              542 　　　
　一　我国和世界网络业同步发展的日程表              542 　　　　二　推动我国网络业紧跟世界潮流的
力量              544 　　　　三　“入世”以后我国网络业保持良性发展态势           547 　　第二节　坚持和
发展多点经营的盈利模式                549 　　　　一　多点经营：应对市场激烈竞争的需要              549 　　
　　二　网络业多点经营的具体内涵和方法               551 　　第三节　建立多层次的网络新闻传播结构   
            554 　　　　一　网络：受众获取新闻信息的重要渠道              554 　　　　二　“入世”后我国
网络新闻传播机构的格局            555 　　第四节　逐渐壮大和规范网络记者编辑队伍               560 　　　
　一　时代呼唤网络新闻记者编辑队伍建设              560 　　　　二　网络记者编辑队伍的规范与建设    
           563   第十七章　“入世”以后我国对外新闻传播发展战略             569 　　第一节　我国对外新闻
传播历史的简要回顾               569 　　　　一　我国对外新闻传播事业发展情况考察              569 　　　　
二　我国广电和网络传媒的对外传播历史              57l 　　　　三　关于我国现当代对外新闻传播的三个
结论            574 　　第二节　“入世”后加大对外新闻传播力度的障碍分析          575 　　　　一　“入
世”后我国对外新闻传播工作面临严峻挑战         575 　　　　二　在加大对外新闻传播力度方面所存
在的障碍           576 　　　　三　跨文化新闻传播的障碍和障碍的排除              58l 　　第三节　未来我国
对外新闻传播的发展战略               584 　　　　一　在认识对外新闻传播重要性基础上准确定位           584
　　　　二　完善对外新闻传播工作的领导和协调机制            586 　　　　三　打破国际上的文化霸权
和“妖魔化中国”的企图         587 　　　　四　改变分散局面以建立统一的对外新闻传播体系          588 
　　　　五　积极利用海外华文传媒力量进行对外新闻传播          591 后记                                 595 补记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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