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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海龙    
现任职务：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传播系主任，《国际新闻界》杂志主编，中

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

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会常务理事

研究方向：传播思想史、政治传播、传媒文化

任教课程：《传播理论》《传播理论研究》《政治传播研究》《传播思想史》

学历学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毕业、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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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龙：《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修订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

Liu, H. (2019). Propaganda: Ideas, Discourses and its Legitimization.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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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刘海龙主编：《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201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Liu, H (2019). From Cyber-nationalism to Fandom Nationalism: The Case of Diba Expedition. Routledge.

译著：《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新华出版社，

2005）、《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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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病院》（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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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新媒体技术与网络民族主义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20世纪宣传观念的变迁”

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学者项目：“中国的政治传播与政治民主”

北京市社科基金出版资助:“传播研究史”

获奖情况：

第二届“全国新闻学青年学者优秀学术成果”奖

中国人民大学2014年“通鼎奖教金”

联系方式：



邮箱：liuhailong@ruc.edu.cn

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新周网 数字新闻博物馆 暑期学校 《新闻学论集》

友情链接

学院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新闻楼       邮政编码： 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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