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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光阴荏苒，转瞬间，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在我们辞别“惊心动魄”（温家宝总理语）而又令
人难忘的2009年的时光里过去了。
　　过去的这个十年，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说，经历了太多的风险和考验，也感受了太多的愉悦和欢乐
。
从抗击“非典”，到抗震救灾，再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们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从庆贺载人宇
宙飞船上天，到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再到欢庆新中国60华诞，我们收获了一个又一个喜悦！
正是在这十年中，我们的祖国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快速发展，国家的经济
实力和整体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认可和尊重。
　　随着十年来国家事业的发展，我个人也经历了一生中难忘的十年。
这十年中有八年时间我是在重返母校的愉悦中度过的。
　　2002年春天，我作为引进人才从新华社调入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由此开始了我人生中的一段重要
里程。
纪宝成校长聘请我担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为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科研平台。
这些年，我借助这个平台，组织校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新闻传播如何为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咨询服务和舆论支持这一中心任务，开展科学研究，取得了许多科研成果，不但扩大了新闻学的学
术影响，也提升了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发展。
　　就我个人来说，这些年在科研上也有不少收获。
我先后主持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80年新闻思想研究》（与方汉
奇教授共同主持）、《中国新闻传播法制建设研究》、《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中宣部委托课题《
中国媒体格局变化及竞争力比较研究》、《舆论引导艺术与规律》；北京奥运会新闻宣传协调小组委
托课题《北京奥运会舆情分析与新闻宣传对策研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委托课题《新闻传播硕士专
业学位设置论证》、中国记协委托课题《新闻工作者资质及准入标准研究》，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重点课题《新形势下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研究》等，出版了《当代新闻理论》、《新闻长思录》、《马
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主编）、《新闻传媒与和谐社
会建设》、《新闻理论新编》和《新闻法制学概论》（主编）等著作和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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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新闻学学科建设为主线，集中反映了作者关于新闻学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问题的一些理论思考
，表达了作者“保卫新闻学”和“发展新闻学”的学术见解与理念诉求。
    本书集中展现了作者在新闻学学术研究方面的志趣及成果，同时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进入新世纪以来
我国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轨迹，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我国新闻学理论传承与创新的研究方向。
    本书可作为新闻与传播院校师生、新闻实务工作者研修新闻理论的参考书，也可作为新闻学与传播
学研究生进行上述方向专题研究的辅助教材，同时对撰写新闻学术论文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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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保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中央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学教材编写组专家，国家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曾先后担任北京国际政治学院(后更名为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新闻系副主任、
中国新闻学院研究生部主任(期间曾任新华社记者)、中国传媒大学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等。
 
    主要研究领域为新闻学与传播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实践、新闻法制、新闻伦理、新
闻教育、传媒改革等。
主要著作有《新闻学导论》、《当代新闻理论》、《新闻长思录》、《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与新闻
思想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主编)、《新闻传媒与和谐社会建设》、《新闻理论新编》
、《新闻法制学概论》(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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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是传播学快速发展对新闻学的冲击和影响。
　　传播学近几年发展很快，对传统新闻学形成一定的冲击和影响。
这一方面是因为传播学研究的内容多涉及社会共同性问题，社会适用性强，扩散力和影响力大，容易
引起社会关注。
而新闻学却主要囿于本学科的范围之内，不易引起社会关注，不易形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另一方面传播学研究队伍发展快，研究成果多，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渐成气候。
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一些赴欧美等地学习和研究传播学的学者，在一些新闻院校已成为教学队伍的
主体和骨干，使传播学的教学与科研队伍迅速扩大，影响力日盛。
　　三是传统新闻学本身理论创新难度较大。
　　由于经过长期的积累，新闻学研究发展到今天似乎难以有新的突破。
同时也由于新闻学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往往在政策上受到的限制较多，因而理论创新难度较大
，这使得近年来新闻学的研究步伐显得缓慢，有时甚至给人以停滞不前的感觉。
一些新闻学研究人员只好转到传播学方面，有的成为“两栖”研究者，有的则进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
交叉研究，希望从中找到突破点。
这样一来，使得近些年来坚守传统新闻学研究阵地的队伍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有逐步萎缩的趋势。
　　上述这些应当都是近些年来新闻学研究进展较慢的原因，同时也是导致有些人轻看新闻学，并且
提出要用“传播学”或“新闻传播学”来代替“新闻学”的原因之一。
　　不过依笔者之见，虽然新闻学学科的发展当前面临着一些困难，但它有自己的理论内涵和科学品
质，有自己的学术积累和发展基础，只要学界同人重视并加强新闻学的理论研究，坚持不断创新，新
闻学就一定会获得新的发展，一个科学的、适应新时代需要的、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就一定会确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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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论新闻学学科地位及发展》主要收录了2005年作者的《新闻长思录》出版以后发表的论文。
其中，除了有关“新闻学学科建设”的内容外，还有关于“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新闻实践与理
论热点”、“新闻伦理与法治”、“传媒改革”、“舆论监督”、“新闻教育与人才培养”等几部分
内容。
另外，还收录了3篇专访和1篇自撰回忆文章。
这些文章所涉及的，大都是当前我国新闻学领域的一些热点和前沿问题，也是新闻学学科发展过程中
需要解决的一些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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