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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国际

成长与发展中的新闻
传播研究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硕博士

学位论文为例 (1978 ～ 2007)

向　芬

【提　要】梳理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建系 30年来硕博士学位论文 ,

可以窥见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发展的历程和面貌。西方传播学传入我国近 30年来 , 新闻

传播学研究观念 、研究领域以及研究方法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总体来说 , 我国新闻

传播学从萌芽而发展为独立学科 , 传统新闻学与西方传播学的融合推动了新闻传播学的发

展 , 核心研究群体带领新生研究力量走向更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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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一门学科主要的学术研究活动 , 并对

其研究历史作一番回顾 , 可以完整呈现学科的

研究成果 , 界定出各时期学科的研究前沿 , 帮

助了解发展过程中的研究形式和研究焦点。硕

博士学位论文 , 作为研究群体中初生力量的起

步之作 , 能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研究水准和

研究方向 。

本文试图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

闻系硕博士学位论文为例 , 对我国新闻传播

研究和教育所呈现的变迁状况予以回顾 , 以

此管窥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发展的历程和

面貌 。

1.通过对招生规模 、硕博士生比例的统计 ,

分析发生变化的内在原因以及与外部政策环境

的关系。

2.通过对硕博士学位论文的内容分析 , 梳

理出各个时期论文的篇数 、 所占的比例 、 研究

的主题和焦点 、 选题的偏好等 , 进而分析学科

发展趋势与国家发展的关系 、 新闻学与传播学

的关系 、 西方理论的移植与成长 、 硕博士生与

核心研究群体研究焦点的关系等问题。

3.通过对硕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的分析 ,

来探讨传播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对中国新闻传播

研究的影响。

一 、 概况透视

(一)办学简况

新闻系创办于 1978 年 , 是粉碎 “四人

帮” 以后最早招收新闻研究生的院系 。创办

之初 , 由于当时新闻界急需高素质的新闻专

业人才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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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 、 新华社和中国日报社四家单位

联合主持办学 , 培养的新闻研究生毕业后统

一分配到上述单位 。① 2001年 , 新闻系与中国

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实现系所合一。

新闻系 1978 年 、 1979 年 、 1985 年这几年

招生规模最大 。1992 年 ～ 1995 年由于招生停

顿 , 四年没有新生。

(二)研究主题与焦点

从硕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的分布可

以发现:研究媒介实务的论文有 349 篇 , 占

全部学位论文的近一半;其次是历史研究的

论文 , 共有 93篇 , 占总数的 13.1%;研究大

众传播 、 跨文化传播及国际传播的论文也占

有较大的比重 。对于传播理论 、 政治传播 、

传播法规与政策的探讨比较重视 。但组织传

播 、 人际传播 、 健康传播和儿童与媒介的主

题则鲜有涉及 。对研究方法 、 媒介素养则未

从有过相关论文 。

(三)中外选题的偏好

在对历年硕博士学位论文的统计中 , 笔者

发现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新闻传播的选题在

1980年代初期相当多 , 在 1989 年又有一个小

的反弹 。

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新闻传播进行研究

的学位论文共有 114 篇 , 占学位论文总数的

16%。1981年 ～ 1989年国外选题的学位论文

约占历年国外选题论文总数的 80%。在历年

学位论文中 , 论文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多达

20 个 。其中对美国的关注度最高 , 有论文 47

篇 (41.2%);其次是对日本的关注 , 有论文

13 篇 (11.4%);再次是苏俄 、 德国 、 英国 、

法国等 。

(四)研究方法的采用

总体来看 , 历年硕博士学位论文更多的

是作历史分析 、 文本分析 , 深入访谈和参与

调查法的运用少 , 定量研究的论文也比较少 。

早期论文对研究方法的部分不够重视 , 但随

着学科研究的规范 , 定量的内容分析法和调

查法逐渐有意识地出现 , 即使在内容分析时 ,

也在量化方法外 , 出现了不少符号学分析 、

话语分析 、 批判理论以及框架分析等定质的

研究范式 。

二 、 结果分析

(一)1978年 ～ 1988年

1978年 , 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研究生院新

闻系 , 立即招收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 、 中

国新闻事业史 、 世界新闻事业 、 新闻业务和英

语新闻写作六个专业的研究生 85 名。② 与此同

时 ,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招收 8名研究生 , 复

旦大学招收 4名研究生 。③ 其后几年 , 与其他高

校的研究生招生规模相比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新闻系可谓遥遥领先。

新闻系当时采取教学 、 科研和新闻单位相

结合的办学模式 , 这不仅解决了新闻单位人才

缺乏的问题 , 同时由于各单位出资出力热心办

学 , 经费 、 师资 、 校舍等方面的问题都迎刃而

解。所以 , 建系初期呈现活跃的快速发展

状态 。

这一时期新闻系的学位论文具有这样一些

特点:

1.媒介实务研究论文居多

初期媒介实务研究的学位论文对新闻采 、

写 、 编方面的论述特别多 。出现这样的状况 ,

是因为 1978年 ～ 1982 年新闻学界所做的主要

工作是清理 “文化大革命” 对新闻学的破坏和

干扰 。新闻学的许多基本原理范畴 , 在文革中

都被斥为资产阶级新闻学观点 。学界不得不从

“什么是新闻学” 开始 , 对新闻学的基本原理

进行拨乱反正式的讨论。这一时期学位论文也

有较多相关方面的论述 , 如:《论新闻的指导

性》 (吴兴华)、 《论新闻的真实性》 (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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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价值论》 (吴鸿业)等 。这一时期艾宝元

(即艾丰)在读研期间翻译和出版了一本美国

新闻采访学著作 , 其 《新闻采访方法论》 、 《新

闻写作方法论》 等著作一直在业界被奉为

经典 。

再者 , 我国新闻学界站在一个新的起点

上 。全国性的新闻学研究网络刚刚建立 , 研

究的理论底子还比较弱 , 我国的新闻教育在

文革中也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 所以 , 当时的

研究生导师大多由新闻单位资深新闻工作者

兼任 , 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受其影响更多关注

新闻实务 。

此外 , 这一时期论文选题涉及其他国家

和地区的毕业论文较多 , 谈对外宣传工作和

方法的论文也很多 , 这一现象和当时的实际

情况有着紧密的关系 。改革开放初期正是我

国中外文化交流和对外宣传工作快速发展的

时期 , 对国际文化交流和外宣干部的社会需

求大量增加 , 加上培养工作的多年中断 , 使

得人才奇缺 。1983 年中央就此在相关文件中

指出:“必须把培养对外文化宣传干部 , 当做

带有战略意义的任务 , 采取紧急措施 , 下决

心加以解决 。” ① 新闻系开设 “世界新闻事业”

专业可谓紧密配合了国家的方针政策 。代表

作有:明安香的 《美国的调查性报道及其实

质和作用》 , 薄熙来的 《论中美关系及有关新

闻报道的政策性》 等 。

2.新闻传播理论

1984年以后 , 更多学者将传播学的原理和

方法运用到新闻学研究中。陈力丹教授在总结

中国新闻传播学界这一时期的变化时指出:“仅

仅间隔几年 , 思想认识的差距竟在 `文革' 后

第一代新闻学研究者和更新一代研究者之间产

生了 `代沟' 。好在沟尚不深 , 两代人得出了可

以接受的共同结论:如果新闻学继续在报纸的

性质 、 任务和作用 、 党性 、 人民性 、 指导性 、

真实性 、 战斗性 、 思想性等等概念里转圈子 ,

是没有出路的 。 ……以传播现象的理论研究为

基础 , 建设适应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有中国

特色的新闻学 。”②

跟传播学相关的学位论文也陆续问世 。

1982年 , 研究生袁路阳在导师张黎的指导下完

成 《传播学初探》 , 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予以综

合介绍与研究 。其后的传播学论文更多的是专

题性的研究 , 如:1988年王怡红的 《论农业新

技术传播》 , 通过实地调查所获得的事实资料 ,

对农业新技术传播过程中农民观念变革进行

研究 。

当时 “新闻事业与现代化建设” 被列入

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项目 ,

现代化问题成为重要议题 。1989 年刘燕南的

《大众传播与农民观念现代化》 , 就以传播与

人的现代化为研究对象 , 关注观念和行为的

远期改变 , 论文 “以实地调查与抽样数理统

计相结合 ,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

其中包括百分比 、 均值 、 标准差的计算 , 量

表有效度检验 , 相关性及差异性分析等” 。可

见 , 随着传播学的引入 , 研究生已经接受了

基本的传播学研究方法训练 , 并在学位论文

中得以实践 。

对马克思 、列宁 、 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研究

的论文也为数不少 。对马克思 、 列宁 、 毛泽东

新闻思想的研究 , 过去由于种种原因长期停留

在引证符合现实需要的 “语录新闻学” 上 。

1983年 3月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和首都新

闻学会共同召开 “纪念马克思逝世 100 周年全

国新闻学术讨论会” 。此后 , 在许多争议问题

上 , 新闻学术界的观念更加开放 , 新闻学者开始

系统研究 , 力求完整地理解革命导师的完整思

想。③ 新闻系学位论文代表作有:1981年陈力丹

的 《马克思 “莱茵报” 时期的报刊思想及其历

史地位》 , 戴松成的 《列宁在苏联新经济政策时

129

向　芬:成长与发展中的新闻传播研究

①

②

③

关世杰:《国际传播学教育的回顾与展望》 , 《中国新闻教育

论文集》 2001年版 , 第 162页。

戴元光:《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 ,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 第 184页。

赵玉明 、 郭镇之:《中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 80 年》 , 《中国

新闻教育论文集》 2001年版 , 第 71页。



期的报刊思想》 , 窦其文的 《论毛泽东同志新闻

思想形成和发展》 以及 1984年吴国光的 《论马

克思的新闻思想———兼及其历史唯物主义哲学

基础》 等 。陈力丹留所后继续深入研究 , 完成

了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的论著——— 《精

神交往论》 。

3.历史研究

1978年后 , 新闻传播史成为中国新闻与传

播学研究最活跃 、 研究队伍最大 、 成果最丰富 、

发展最快的研究领域 。

新闻系涌现了一大批做历史研究的学位论

文 , 其中有通史 、 断代史 、 专史 , 也有新闻界

的人物传记 , 世界新闻史的研究也有一些成

果。做历史研究的学位论文主要集中在以下年

份:1981 年 15 篇 , 1982 年 9 篇 , 1983 年 8

篇 , 1986 年 7 篇 , 1988 年 17 篇 , 1990 年 7

篇。1980年代研究新闻史的代表作有:1981

年闵大洪的 《武汉时期的 “新华日报”》 , 1983

年胡太春的 《论梁启超的报业思想》 , 1988 年

李斯颐的 《1931 年 ～ 1945 年的 〈东 方杂

志〉》 等。

4.受众研究

1982年 1 月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

所和首都新闻学会调查组 , 采用科学抽样的

方法在北京地区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新闻受

众调查 。此后 , 浙江 、 江苏 、 上海 、 新疆等

地区以及首都一些大的新闻媒介也都进行各

种形式的受众调查 。受众研究成为实证研究

的主流 , 这对新闻系在读的研究生也有一定

的影响 , 如 1983年孟小平的 《青年读者兴趣

特点初探》 , 1984 年寿跃进的 《观众心理与

电视新闻》 , 1987 年宋小卫的 《新闻广播听

众心理初探》 , 1989 年方兴业的 《试论新闻

传播中的受众逆反心理》 等 , 都是从受众心

理的角度来探讨传播问题 。

5.新闻法研究

1980年新闻界首先提出研究新闻法的问

题 。1984 年 , 新闻立法准备工作正式开始 ,

新闻所设立新闻法研究室;1988年中国新闻

法制研究中心成立 。短短几年内 , 新闻法研

究者发表了不少论文 , 涉及新闻自由 、 知晓

权 、 舆论监督 、 新闻保密 , 以及诽谤 、 侵犯

名誉权 、 隐私权等等 。研究生的相关学位论

文主要有 1981年孙旭培的 《社会主义新闻自

由刍议》 , 1988 年张西明的 《大陆法系与海

洋法系新闻法制的比较研究》 和 1989 年余清

楚的 《论新闻诽谤》 等 。

(二)1993年 ～ 2000年

1990年代末期 , 学者们在报刊上热烈讨论

学术问题 , 形成了良好的学术讨论风气。不同

意见的论争明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 , 促

进了传播学的深入发展。

1.对新闻实务的探讨还是占很大比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 经济新闻成为

1990年代的一个热点 , 如:1997 年冯奎的 《预

测性经济报道初探》 和潘圆的 《论经济报道的

理论视角》 , 1998年黄青山的 《分析性金融报道

初探》 和高巍的 《试论经济报道的社会视角》

等等 。关于媒介经营与管理的话题也成为研究

生学位论文的焦点 , 这些论文谈论宏观问题的

居多 , 如 1996年吴亚明的 《中国报业集团化趋

向初探》 , 2000年李明欣的 《中国报业集团的若

干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等 。

2.对网络传播的关注逐渐升温

1995年以后 , 随着网络传播在中国的普及 ,

网络媒体一直是我国学界所关注的热点。研究

生王澄在 1998年写的 《试论我国报纸网络版的

现状和发展趋势》 , 是新闻系第一篇关于网络媒

体的学位论文 。2000 年 , 新闻系学生对网络媒

体的研究兴趣更加浓厚 , 分别从受众心理 、 媒

体数字化 、网站经营管理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

的关系等各个方面予以探讨。如:申福广的

《网民心理与网络媒体发展研究》、 唐胜宏的

《试论网络媒体对传统报纸发展的影响》 、 陈建

萍的 《试论我国报纸网站经营理念和模式的新

变化》 等 。

3.对传播学研究的视野更开阔

传播学研究在这一时期居于首要地位 , 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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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话题有:传播学批判学派 、 传播学研究方

法 、 大众传播与流行文化 、 信息全球化与国家

发展等等。如:2000年黄若尧的 《论法兰克福

学派的大众传播批判理论》 , 从法兰克福派的大

众传播批判理论产生的背景 、 哲学基础 、 主要

思想和发展态势等几个方面予以较为深入的

论述 。

(三)2001年 ～至今

2001年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与人民

日报社协商调整办学管理体制 , 人民日报社考

虑到实际情况将新闻系移交给新闻所 , 自此完

成了所 、 系关系的调整 , 实现了所 、 系合一。

这一时期硕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趋势是:

1.新媒体研究是热点选题

硕博士学位论文中一方面有对网络整体

传播特点的抽象研究 , 如:2002年的 3 篇博

士论文 ———孟威的 《网络互动:意义诠释与

规则探讨》 、 陈共德的 《互联网精神交往形态

分析》 、 吕坤良的 《网络言论传播引论》 ;另

一方面关于网络传播的研究话题呈现多样化 、

具体化的趋势 , 例如网络传播伦理 、 网络受

众及网络调查 、 虚拟社交等等 。涉及这方面

的代表论文有 2003年桂银生的 《网络新闻传

播的交互性研究》 、 2005 年袁胜华的 《互联

网传播管理中的行政权力模式化比较研究》

等 。一些网络传播新现象也进入到研究生的

视域中来 , 2007 年杨斌艳的 《一个互联网视

频新闻节目的变迁:协商在互联网传播管理

中的形成》 一文 , 从媒介管理的角度对新闻

播客予以了分析 。

关于网络传播中种种弊端 , 研究生均有所

关注 。如 2002年蒋迎伟的 《网络媒体发展中的

信息安全问题探讨》 、 2005年王洪波的 《各国互

联网不适宜内容政府管控比较研究》 等 。

对其他类型的新媒体 , 研究生也做出了及

时 、细致的研究 , 如 2007年黄楚新的博士学位

论文 《中国 IPTV 发展研究》 。

2.传播学研究有新进展

政治传播 、 健康传播 、 组织传播 、 人际

传播 、 媒介生态等传播学话题逐渐成为研究

焦点 。2003 年非典疫情的蔓延引发信息披露

制度改革的研究 , 随着发言人制度在各级政

府的推广 , “新闻执政” 成为政治传播领域的

一个新口号 。博硕士学位论文从各个方面对

这个话题予以观照:2003年王已琴的 《在新

的传播环境下加强和改进突发事件报道》 、

2004 年高世屹 《政府危机管理的传播学研

究》 、 2005 年任壮的 《建立健全我国国内突

发事件新闻传播机制》 。

健康传播第一次出现在新闻系硕士学位论

文的选题中 , 2007 年戴静的 《青少年媒体在动

员青少年参与艾滋病预防和反歧视活动中的作

用探讨》 , 就重点论述了健康传播在特定领域的

传播作用与效果。

3.新闻法治研究重新成为热门话题

研究生关注的有以往讨论过的新闻侵权与

诉讼 、隐性采访等话题;较新的话题有隐匿权 、

记者采访权的法律依据 、 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

等。研究生们从不同视角对新闻法治问题进行

探讨:2002年文雪梅的 《论隐性采访与有关的

法律道德问题》 、 安克明的 《论新闻媒体侵害法

人名誉权》 及李远方的 《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

的冲突与协调》 , 2003年宁启文的 《论保护媒介

消费者利益的民事法律手段》 和 2005 年付蓓的

《论记者采访权依据 、限制与保障》 。

4.新闻史研究的传统得以延续

新闻史研究涉及汉代新闻传播 、 近代新闻

传播 、 《新青年》 杂志研究 、 《申报》 研究 、 文

革时期 《人民日报》 等 , 代表论文有:2006年

陈冠兰的 《近代租界的新闻传播》 、 黄春平的

《汉代信息传播研究》 及马跃峰的 《近现代新

闻法治研究》 ;新闻界人物和新闻思想研究涉

及博古 、 胡乔木 、 石西民等 。这些新闻史的研

究中新发现和新观点较多 , 可以说 , 新闻史研

究的传统在新老两代研究群体之间得以延续和

传承 。

5.更为注重研究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 , 此期研究生学位论文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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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传播学研究方法的运用 , 如:2004年何振

波的 《农业新技术扩散之研究———以何官庄村

温室蔬菜种植新技术为例》 , 他用参与观察所获

得的经验性资料 , 讨论了社会制度变迁对农业

新技术扩散过程的影响。再如 2003 年博士生曾

庆香的 《试论新闻话语》 采用批判理论的另类

范式 , 首次把符号学中的话语研究和媒体研究

结合起来 , 探讨新闻话语与叙事 。2007年王凤

翔的博士学位论文 《广告话语权研究》 将话语

分析理论嫁接到广告学 , 探讨广告对报纸的影

响与控制 。

三 、 结论与反思

传播学传入我国近 30 年来 , 新闻传播学理

论研究逐步开展并卓有成效 , 同时也为我国传

统新闻教育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将上述对硕博

士学位论文的分析与新闻传播学发展历程结合

起来探讨可发现:

(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与改革开放的进程

息息相关

“传播学的命运与政治形势的变化休戚相

关。在封闭的年代 , 她几乎不可能成长 , 但仅

有开明的政治局面也不够 , 如果缺少一批富有

改革理想和开放精神的人 , 那也不可能顺利发

展起来。”① 新闻传播学成长和发展历程中的几

次起承转合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对外开放 、

邓小平南方讲话等都休戚相关 。

传播学的引进和发展充满了曲折 , 由于受

到传统的泛政治化思维方式的影响 , 传播学曾

被当作 “资产阶级新闻学” 加以批判性介绍。

1983年传播学被批成 “精神污染” , 有些人认为

传播学的要害就是否定阶级斗争;1989年又有

人撰文批判传播学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直到

1992年的再次思想解放 , 才彻底改变了传播学

在中国的历史命运。②

就研究生教育而言 , 同样会受到政治形

势和意识形态变化的影响 , 比如 1978 年恢复

和发展新闻学研究生教育时的大批招生 ,

1989 年后研究生招生的短暂停滞 。从硕博士

学位论文的研究焦点看 , 1980 年代初争鸣较

多的问题 , 如报纸的性质 、 新闻与宣传 、 党

性与人民性等等 , 都偏重于政治性论题 。

1990 年代后 , 研究生关注的网络传播 、 媒体

经营与管理 、 传播法律与伦理 、 国际传播 、

健康传播等热点课题 , 与当前中国经济与社

会发展密切相关 , 体现了对实际问题的积极

回应 。传统新闻学与西方传播学的交流推动

了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 。

宁树藩教授在 《关于新闻学理论研究历史

与现状的对话》 一文中曾说:“中国新闻学尚未

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 , 但学术研

究是教学的基础和后盾 , 研究水平决定教学水

平 , 中国新闻教育当然也就不可能达到学理教

育的高度 , 只能停留在术理教育和技能训练的

层面 。”③ 这些问题也反映到我国早期新闻学研

究生教育中去 , 20世纪 80年代甚至 90年代初

的硕博士学位论文其研究主题大多是媒介实务

和新闻历史 , 采用的方法则多为思辨方法和历

史分析。

传播学的引入改变了这一状况 , 新闻学与

传播学的融合 , 使得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或

模式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的一部分 , 研究

者的视野是以整个人类传播为考察对象 , 涵盖

了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各种传播现象。传播学

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也为新闻学研究带来新鲜的

学术空气 , 除了定量和定性的实证主义研究方

法外 , 批判理论 、建构主义以及政治经济学的

分析方法都开始运用 , 从不同层面和角度推动

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从人才培养看 , 传统新闻学的目标比较单

一 , 即培养新闻从业人员 , 如记者 、 编辑等 ,

而传播学的培养目标则是更宽泛意义上的传播

管理者 , 即通晓传播原理 、熟练掌握各种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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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的专才 , 既可以从事媒介工作 , 也可以到

各种组织和部门开展传播管理工作。①从硕博士

学位论文的发展轨迹中亦能发现人才培养的这

一变化。

(二)核心研究群体与新生研究力量对新闻

传播学发展的促进与传承

新闻传播学发展 30年来 , 研究人员的新老

交替基本实现 , 引进传播学的第一代教学和研

究人员已经成批地退休 , 20世纪 80 ～ 90年代培

养的新闻学硕士 、博士陆续接替老一代人 , 成

为新闻传播研究人员的主体。他们的视野比老

一代更开阔 , 知识结构更合理 , 带动着新闻传

播学的研究走向较高层次和规范化。②以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为例 , 往届毕业生明

安香 、 陈力丹 、 闵大洪 、 宋小卫 、 唐绪军 、 李

斯颐 、王怡红 、 张西明 、 杨瑞明等人 , 在新闻

传播学研究方面均颇有建树。

近几年来 , 在学界前辈的带领下 , 一批青

年学者在迅速成长 。新生代研究群体的研究取

向更趋理论化 , 研究题材多样化 , 研究方法规

范化 , 研究视野全球化。新生代研究群体也清

晰地认识到接过发展新闻传播学接力棒的瞬间 ,

他们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③

[导师尹韵公教授点评]

向芬同学的论文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

究所所属新闻系的硕博士学位论文作为研究切

入视角 , 以此研究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过

程。这样的视角研究 , 过去不曾有过 。数据统

计全面 , 内容分析得当 , 文风自然朴实 , 结论

平实稳妥 , 在传播学传入中国 30年之际 , 该文

对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历程予以反思具有一定的

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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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Development

———An Analy sis of Docto ral and M asters Theses of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f rom

Journalism Depa rtment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1978 ～ 2007)

X iang Fen

Abstract:This article examined the theses presented by docto ral and masters deg ree candi-

dates f rom Journalism Depa rtment of Chinese A 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ince its founding ,

in order to have a view on the histo 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o ret ical research o f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in China.A s w estern communica tion has been familiarized in China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 the concept , range and methods of the research have changed tho rough-

ly.In general , jo urnalism &communication in China has developed step by step into a rela-

tively independent subject combining t raditional journalism and w estern communication the-

o ry;the core resea rch g roup has taken the lead while guiding the new comer to a highe r lev-

el.

Key words:doctoral and masters theses;journalism &communication;western communi-

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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