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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郑保卫教授（图）

[ 作者 ]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 单位 ]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 摘要 ] 郑保卫教授，1945年出生于山东。196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1年毕业于人大新闻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81年起在

国际政治学院（后改称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任教，曾任新闻系副主任、系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1986年调入新华社中国新闻学院，历任教

授、研究生部主任等职，期间曾任新华社国内部记者。1999年兼任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国家重点研究基地“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主任，兼任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教育

学会理事。 

[ 关键词 ]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新闻;通讯社历史与发展;新闻法制;新闻修辞;博士生导师

       郑保卫教授，1945年出生于山东。196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1年毕业于人大新闻系研究生，

获硕士学位。1981年起在国际政治学院（后改称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任教，曾任新闻系副主任、系学术委员

会主任等职。1986年调入新华社中国新闻学院，历任教授、研究生部主任等职，期间曾任新华社国内部记

者。1999年兼任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国家重点研究基地“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主任，兼任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

闻教育学会理事。先后主讲《新闻学概论》、《舆论学》、《公共关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

究》、《新闻理论研究》、《中外新闻理论比较研究》等课程，研究领域和课题涉及新闻学基础理论、新闻

与传播研究方法、新闻修辞、新闻法制、新闻教育、媒体经营与管理、通讯社历史与发展等。学术成果著作

《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年表》 （合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3年《新闻学概论》 （合译） 新华出版社 1987年《公共关系修辞

学》 （新闻修辞部分）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9年《新闻学导论》 新华出版社 1989年《新闻学大辞典》（参与写作）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参与写作） 1996年《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 （参与写作）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9年《新闻学概论》 与

项德生教授合作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年《新闻伦理学简明教程》 副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和工人通讯

员》 《工人日报通讯》 1982年2期《年轻有为的新莱茵报编辑部》 《新闻学习》 1982年2期《威廉•沃尔夫和新莱茵报》 《新闻理论与实

践》 1982年12期《革命无产阶级第一张最好的机关报――新莱茵报》 《新闻学论集》 1983年6辑《马克思新莱茵报时期的报刊思想》 《国

际政治学院学报》 1983年创刊号《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时期的报刊思想》 《青海社会科学》 1983年 第2期《新闻事业的三大功

能》 《国际政治学院学报》 1984年4期《恩格斯和新莱茵报》 《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 1985年1期《论“党报中心说”》 《社会科学

家》 1986年2期《苏联新闻理论观点介绍》 《新闻广播电视研究》 1986年3期《新闻语言的修辞特点》 《新闻知识》 1987年4期《新闻传

播控制论系统探析》 《新闻传播》 1987年秋、冬季号《广播新闻语言的修辞特点》 《江西广播电视研究》 1987年12期《“公开性”与苏

联的新闻改革》《新闻广播电视研究》 1988年1期《恩格斯和社会民主党人报》 《国际新闻界》 1988年1期《马克思恩格斯论党报和党的

领导机关的关系》 《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88年3期《浅析广播电视的性质和任务》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1988年4期《浅谈新闻侵

权与毁誉》 《新闻知识》 1989年3期《新闻舆论监督的重点和难点》《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1989年3期、《新闻立法刍议》 《中国广播电

视学刊》 1989年3期《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真实观》 《新闻研究》 1990年1期《正确认识人民性 维护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中国广播电

视学刊》1990年2期《马克思恩格斯论记者修养》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1990年2期《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的性质、任务和功能》 《当代

新闻》 1990第4期《新闻与宣传关系浅探》 《新闻知识》 1991年1期《努力实现新闻宣传的最佳效果》 《新闻研究》 1991年1期《试论新

闻媒介传播和引导舆论的原则》《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1年2期《让“新闻要真实”的警钟长鸣》 《新闻业务》 1991年3期《新闻学研

究方法介绍》 《新闻知识》 1991年4－8期连载《新闻传播研究中的新方法》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1991年5期《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形成



与发展》 《中国新闻学院学报》 1992年创刊号《马克思恩格斯怎样看待舆论批评》 《学习》 1993年2期《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新闻宣传

和舆论导向》 《中国新闻学院学报》 1993年2期《新闻诉讼的司法保护和公正办案》《南方周末》 1993年2月26日《马克思的人民报刊思

想与党报思想》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2年3期《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与当前的报刊批评》 《新闻出版报》1993年3月24日《新闻研究》专

辑 1993年61辑《新闻官司喜忧谈》 《当代体育》 1993年4期《跳出新闻官司的“怪圈”》 《新闻出版报》 1993年5月19日《也要提倡敬业

精神》 《新闻爱好者》 1993年8期《记者要学会保护自己》 《新闻战线》 1993年9期《试论毛泽东党报思想中的群众观》 《新闻知

识》 1993年12期《列宁的经济宣传思想与当前的经济报道》 《郑州大学学报》 1994年2期《毛泽东对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继承与发

展》 《中国新闻学院学报》 1994年3期《新闻官司浅探》 《中国新闻学院学报》 1994年3期《把握好新闻宣传中的度》 《中国新闻学院学

报》 1995年4期《试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写作风格与人格特征》 《新闻写作》 1995年12期《关于新闻文风问题的历史反思与现实思考》 《中

国新闻学院学报》 1996年1期《对“耳目喉舌论”的再认识》《中国新闻学院学报》 1996年2期《当前新闻文风问题浅析》 《传媒天

地》 1996年3期《理实并重 德才兼备――中国新闻学院新闻教育之理念与特色》 《中国新闻学院学报》 1996年3期《也谈新闻的商品性

――兼答徐永恒同志》 《新闻界》 1996年5期《广认识 强能力 高素质――浅谈新闻人才之标准与要求》 《新闻论坛》（台湾大学新闻研

究所办） 1996年6月《香港的新闻传播教育》 《新闻爱好者》 1996年10期《台湾新闻教育概览》 《新闻与传播研究》 1997年1期《浅谈大

众传播消费者的权益及保护》 《中国消费者报》 1997年1月27日《试论我国报业集团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新闻学院学报》 1997年1期

《香港新闻传媒印象》 《中国新闻学院学报》 1997年2期《台湾的新闻与传播教育》《中国新闻学院学报》 1997年3期《做好党、政府、

人民的耳目喉舌》 《传媒天地》 1997年3期《列宁――杰出的无产阶级报刊活动家》 《中国新闻学院学报》 1997年3期《强化电视新闻传

播功能 提高电视新闻传播质量》 《湖南电视》 1997年4期《21世纪的媒体发展与新闻教育》 《中国新闻学院学报》 1997年4期《通讯社与

现代新闻传播》 《传媒透视》 （香港） 1997年6期  《台湾、香港、大陆新闻教育比较》 《中国新闻学院学报》 1998年1期《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报刊活动概述》 《中国新闻学院学报》 1998年2期《路透之路――简论路透社的历史与发展》 《中国新闻学院学报》 1998年3－4期

《从哈瓦斯社到法新社――简论法新社的历史与发展》《中国新闻学院学报》 1999年1期《简论塔斯社的历史与发展》 《中国新闻学院学

报》 1999年2期《从港口新闻社到美联社――简论美联社的历史与发展》 《中国新闻学院学报》 1999年3期《新闻定义有广义狭义之

分》 《中华新闻报》 1999年3月18日《新闻定义的分歧与再定义》 《中华新闻报》 1999年4月8日《面向都市 服务市民 全新运作 办出特色

――都市报考察归来的思考》 《中国新闻学院学报》 1999年4期《都市报考察归来的思考》 《传媒天地》 1999年12期《传统报刊从容应对

互联网――与狼共舞》 《新闻传播》 1999年12期《试论邓小平新闻思想的时代特征与历史地位》 《新闻传播论坛》 2000年5辑《加强道德

修养 树立良好形象――写在新中国第一个记者节到来之际》2000年11月6日《写在调查边上――为第一届观众评选电视节目颁奖活动而

作》《新周刊》2000年24期《都市报现象与大陆报业改革》 《台湾朝阳科技大学论文集》 2000年11月《牢牢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新闻道德

观》 《军事记者》 2001年3期《都市报的启示》 《新闻爱好者》 2001年4期《呼唤新闻良知 杜绝虚假新闻》 《新闻界》 2001年2期《马克

思主义新闻观的形成与特点》 《中国记者》 2001年5期《不是独头蒜 是并蒂莲――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的思考》 《新闻传播》2001年5

期《新闻职业的道德原则与道德规范》 《军事记者》 2001年6期《新闻职业道德误区之一―虚假新闻》 《军事记者》 2001年7期《内容为

本 时效为先 主动为上 效果为重――对当前我国对外传播方略的思考》 《新闻记者》 2001年11期《媒介教育大众化势在必行》 《中华新

闻报》 2002年1月15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与创新》 《新闻前哨》 2002年1－2期《透明度与新闻传媒的自由报道权利》 《国际新闻

界》 2002年4期《新闻评议会的建立与运作》 《中华新闻报》 2002年7月20日《建立监督仲裁机构 强化行业自律机制――关于我国组建新

闻评议会的建议与构想》 《新闻记者》2002年8期《人治、法治、长治——从长治经验看我国新闻舆论监督发展之路》 《新闻记者》2002

年10期《新闻<>传播<>媒体——对〈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一文的思考与回应》 《国际新闻界》2002年5期获奖情况 *首届全国韬奋园丁奖 

*新华社优秀教师奖 *北京市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 *多篇论文获国家或省部级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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