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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陈力丹教授（图）

[ 作者 ]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 单位 ]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 摘要 ] 陈力丹教授，1951年生，籍贯江苏省通州市。1968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曾任团报道组长。1973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

专业学习，1978年毕业后在《光明日报》任编辑。2002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工作，现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研究生院新闻系学位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学、舆论学、世界新闻史等，讲授课程有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讲座、世界新闻史专业基础

课、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法思想专题、规范新闻写作、通讯习作评点、新闻理论、中外新闻史、新闻史论、硕士论文写作等。 

[ 关键词 ]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舆论学;世界新闻史;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力丹教授，1951年生，籍贯江苏省通州市。1968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曾任团报道组长。1973年入

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1978年毕业后在《光明日报》任编辑。 1978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学

习，1981年毕业并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留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工作。1985年担任研究室副主任，

1987年为副研究员并任所学术委员，1988年担任研究室主任，1993年晋升为研究员，1998年担任博士生导师，后任

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新闻学研究室主任；研究生院新闻系学位委员。 2002年调入中国人

民大学新闻学院工作，现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目前主要兼职有：北京市社会科学学位委员，

郑州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兼职教授等。1993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学、舆论

学、世界新闻史等，讲授课程有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讲座、世界新闻史专业基础课、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法思想专题、规范新闻写作、通讯

习作评点、新闻理论、中外新闻史、新闻史论、硕士论文写作等。从1998年起为博士生开设专题课，主要专题有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演

变、舆论学、传播学批判学派、新闻传播学研究前沿等。学术成果 1979年以来发表的各类新闻－传播学研究成果，包括著作、论文、一

般文章、词条及少量译文等600万字，其中独著9本，论文200多篇，一般文章600多篇,词条1800余条。另外独编著3本，合著、合编的书约

十几种，主持过10本大型工具书中新闻学部分的编写工作。著作（独著） *《舆论学》，上海交大出版社2002年底出版 *《世界新闻传播

史》，上海交大出版社2002年出版 *《精神交往论》，开明出版社1993年版，2002年再版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中国广播电视出

版社2002年出版 *《硕士论文写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出版 *《通讯员习作评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出版 *《舆论

学》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出版 *《世界新闻史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新闻学小词典》，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年出版

编著（独编） *《马克思新闻思想研究论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 *《马列

主义新闻学经典论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出版  此外，合著、合编的书约十几种，主持过１０本大型工具书中新闻学部分的编写工

作（略）。  主要论文最后一期新莱茵报（1979年）谈谈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报刊思想（1980年）马克思报刊思想的几个问题（1983

年）新技术革命与新闻事业（1984年）典型报道之我见（1987年）新闻学：从传统观念到现代观念（1988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的新

闻学（1989年）谈谈我国的新闻消费(1993年）论孔子的传播思想（1995年）论中国新闻学的启蒙和创立,北京广播学院《现代传播》1996年

第3期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人民出版社《学习》1996年第2期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新闻思想，《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2期新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一项重要改动，上海《新闻记者》1996年10期韩国新闻事业及其新闻政策的演变，《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2期

日本报纸巨大销量现象分析，《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3期香港报业分析，《新闻大学》1996年秋季号符号学：通往巴别塔之路，《新闻

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1期谈谈新闻学学位论文的选题、写作和规范化问题（提纲），《新闻学探讨与争鸣》96年4期从炒“红票”旧闻看

新闻界的问题，《新闻界》1997年第1期谈谈列宁关于西方出版自由和报刊工作方式的论述，《新闻传播论坛》第2辑(1997) 谈谈当前舆论

的特点和引导方式，《新闻界》1997年第2期马克思的“报刊规律”与对规律的探讨，西安《新闻知识》1997年第5期论我国当代大众文化

的消费与舆论引导，《现代传播》1997年第3期谈谈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历史演变，台湾《新闻学研究》第55辑(1997) 理斯曼的三种引导



类型及对舆论导向的启示，《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4期引导舆论的基本方式说服，《新闻知识》1997年第9期从舆论导向角度看舆论的基

本要素，《新闻大学》1997年秋季号论当前的软新闻与真实性，《新闻学探讨与争鸣》1997年冬季号媒介引导的客观功能议程设置，《新

闻学探讨与争鸣》1997年秋季号论把握政策引导舆论的关键，《新闻界》1997年第6期美学接受理论：把重心转向读者，《国际新闻界》

1997年第5期我国公众艺术接受的特征与引导舆论，《现代传播》1997年第5期公众分裂的心态和矛盾着的舆论，北京社会科学院心理所

《民意》1997年第6期职业偏颇、利益诱惑与舆论导向，兰州《晚报研究》1997年第6期引导道德舆论:呼唤公众的内在良知，《新疆新闻

界》1997年第6期大众传播媒介在现代传播中的地位，辽宁省社科理论刊物《理论界》1998年第1期舆论的一般形成过程，浙江《视听纵

横》1998年第1期论舆论形成研究的不同学科视角，《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媒介对舆论的社会控制机制沉默的螺旋理论，

《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1期消费舆论导向研究，上海《广播电视研究》1998年第1期略论大众媒介对广告影响的引导，《新疆新闻界》

1998年第1期论针对我国当代舆论特征的媒介引导，《新闻大学》1998年春季号斯大林新闻模式的形成及其特征，台湾《东亚研究》1998年

第1期谈谈四个影响舆论的宏观因素，江西《声屏世界》1998年第2期舆论的三种存在形态与引导舆论，吉林《新闻学苑》1998年第3期市

场经济以来的中国大陆舆论，台湾中华传播学会1998年年会论文大众媒介营造的“拷贝世界”与舆论导向，《广西大学学报》1998年第5

期从庞贝看古罗马的公共信息传播，《新闻传播论坛》1998年辑论舆论的不同信息形态及对舆论的引导，《新疆新闻界》1998年第3期刘

少奇的新闻思想及其理论意义，《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2期关于大众传播媒介与舆论互动的几个理论假设，《中国新闻学院学报》

1998年第2期论当代我国舆论的分散化及其引导问题，《新疆新闻界》1998年第4期大众传播理论如何面对网络传播，《国际新闻界》1998

年5-6期试论大众媒介针对区域性舆论的引导，《新闻学探讨与争鸣》1998年秋季号警惕精彩的软新闻，《青年报刊研究》1998年第3期努

力营造健康向上的市民舆论氛围，《都市报现象研究》，新华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试论说明性信息的接受特征与引导舆论，《现代传

播》1998年第6期注意因特网宣传中的商业炒作和准宗教意识，《新闻学探讨与争鸣》1998年冬季号郭士立与马克思、恩格斯，《国际新

闻界》1999年第1期 “服务”是商品的一种表现形式，《新闻大学》1999年春季号试析因特网上的自由与民主，《现代传播》1999年1期宏

观引导舆论和适度社会动员，新疆《当代传播》1999年1期 20世纪世界新闻传播的六种变化趋势，《国际新闻界》1999年2期论我国当代

舆论的特征公众浮躁的心态和情绪性舆论，《传播.媒介与心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4月出版论我国当代舆论的特征社会群体的

分化和舆论的分散化，同上论适度动员，《宁波经济》1999年5期新闻的客观性真实与客观形式的统一，《新闻记者》1999年9期刘少奇对

社会主义条件下新闻工作的思考》，《新闻传播论坛》第4辑 (1999年) 渐进、和平发展的加拿大新闻业，《国际新闻界》1999年5期试论隐

性采访的法律意识和行为规则》，《现代传播》1999年5期谈谈营造公共道德和市场道德的舆论氛围，《新闻学探讨与争鸣》1999年秋季

号巴西：一部从零开始的新闻史，《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年2期试论都市报“兼容性”引导舆论的特色，《中国报刊月报》1999年10期

论网络传播的自由与控制，《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年3期刘少奇1956年的谈话对当前新闻改革的启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

1期基本认识的引导：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闻与信息传播》2000年春季号再谈新闻真实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新闻界》2000年2

期我国新闻工作改革开发的起点——纪念1979年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20周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论集》18辑关于经济新闻的几个问

题，《新闻大学》2000年夏季号我国经济新闻的发展和变化，《新闻实践》2000年4期谈谈传播学批判学派，《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2

期关于西部大开发宣传的几个问题，《新闻界》2000年4期关于舆论监督的访谈，《现代传播》2000年4期埃及社会动员型新闻体制的行程

与发展，《国际新闻界》2000年4期政治阴影下的法国新闻业史，《新闻传播论坛》第5辑市场经济与文摘类报刊的存亡，《新闻记者》

2000年10期谈谈党报新闻业务改革的定位，《当代传播》2000年6期和2001年1期连载近十年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基本情况，《中国青年政

治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党报理论版要有创新的形式和内容，《新闻界》2001年1期 20世纪世界和中国新闻传播的重大变化回顾，《新

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1期论日本媒体“二战”时的法西斯化，《国际新闻界》2001年3期印度独立后新闻业发展的四个特征，《国际新闻

界》2001年5期试论舆论的形成，《新闻传播论坛》第6辑新闻传播学论文写作的规范化问题，《21世纪新闻传播研究》（吴信训主编），

汕头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西部大开发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报道主题，《当代传播》2001年6期海峡两岸及港澳的新闻交流与回顾，会

议文件《第七届海峡两岸及港澳新闻研讨会》会议文件，澳门新闻工作者协会2001年12月印刷关于新闻学研究四个话题的新闻道德意识，

《亚洲研究》第39期（2001年6月）谈谈印刷和电子数字媒体冲突引发的人文危机》，《新闻大学》2002年秋季号获奖情况 1984年11月被

全国记协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一级）” 1997年获中国新闻奖新闻学论文三等奖 2001年获中国新闻奖新闻学论文二等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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