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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坐在书桌前，第三遍通读《传媒治理论：社会风险治理视角下的传媒功能研究》，真个是浮想联
翩。
我仿佛看到一棵幼树成长的全过程。
从栽种、发芽、枝叶伸展到绿荫开始覆盖黄土地。
这是一个自然而艰难的过程。
　　2003年秋季，我受北京广播学院（后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的聘请，担任博士生导师。
到2005年秋季，先后接受了三批共七名学员。
每次阅读他们的毕业论文，都有“植树”的感觉。
如实地说，他们是“种树”的主力园丁，我只能起到“浇水”、“锄草”的辅助作用。
只要深入了解每位学员夙兴夜寐攻读博士学位的艰苦过程，读者诸君自然明白我不是姑作谦虚，而是
道出了实际情形。
　　本书作者谢进川撰写这篇论文，就是典型例证之一。
　　从2005年9月谢进川报考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到2009年6月参加毕业论文答辩
，在近四年的时间里，他一边完成教学任务，一边攻读各科必修课程，不顾严寒酷暑查阅大量文献资
料。
经过慎重选题、开题答辩，于2008年年初写出了初稿。
然后，反复听取包括导师在内的各方意见，一遍遍修改补充，终于拿出了这篇论文，顺利地通过了论
文答辩。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传媒治理论>>

内容概要

本书借鉴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的相关知识，从传媒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即传媒治理与治理传媒角度
，特别是就传媒如何参与社会治理进行了具体探讨。
本书包括社会风险语境概说、传媒参与社会风险治理的可行性、传媒参与社会风险治理、传媒与其他
社会治理主体、治理传媒五个部分内容，并联系中国媒介现实列举了大量报道个案以及详细的案例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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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进川，1974年生，四川邻水人。
中国传媒大学政法学院社会学系教师，传播学博士。
现主要从事传媒与社会发展方面的研究，在《国际新闻界》、《电视研究》、《传媒》等期刊发表相
关论文十余篇，参著《传媒社会学》等三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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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3年至2004年这时期的相关论文较少。
2003年陈力丹的《论我国舆论监督的性质和存在的问题》（《郑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涉及到
了因媒介监督不当导致的媒介审判后果，警示要关注媒介监督的杀伤范围和力度。
2004年邹晶的《媒体在国家治理中的角色思考》（《人大建设》，2004年第12期）概述了传媒在国家
治理中的舆论监督角色（包括传媒推进依法治国、传媒在区域中监督力量的发挥），也反思了传媒监
督存在的问题（但其关于监督存在问题的论述与前述陈力丹的观点并无二致）。
　　2005年至2006年 赵志立的《新闻传媒在危机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当代传播》，2005年第2期
）认为危机管理的实质是信息传播管理，要重视传媒的预警功能、信息披露功能、应急处理功能。
李艳红的《大众传媒、社会表达与商议民主——两个个案分析》（《开放时代》，2006年第6期）不是
从社会风险角度出发，而是从协商民主的理论框架出发研究，这也是唯一的一篇对相关案例进行微观
细致分析的论文，在此基础上文章还将讨论的议题纳入社会结构视野进行考察。
作者在最后总结指出，当代中国传媒参与商议民主之现实与未来的关键在于新闻记者的专业文化生成
（如重视传媒的对立角色）、作为消息来源的社会能动性（即民间、知识分子与NG　　的活跃）及
传媒市场化的基本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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