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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闻传播学界越来越认识到新闻传播著述中引文的重要性：引文有助于形成学术传统和学术共同体；引文可以帮助他人

发现原始材料，查找原著；引文是尊重别人劳动成果的表现。所以本文就来研究新闻传播学论文引文，即根据被引的次

数来给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学者排排队，看看被引学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①  

本文的研究资料来源是中国期刊网，该网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学术期刊数据库，收有1994年以后的6600余种期刊的数据。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入网要收费，仍有部分重要的期刊没有进入该库，所以本研究肯定会存在偏差。  

二  

在确定研究对象时，我首先征询我周围的新闻传播学者和学生的意见，列出一份我们认为在世的、比较知名的大陆学者

初选名单，共计130人；然后于2004年8月16日检索了这个名单中的学者的1994-2004年（实际上截止于2003年底）的被引

次数，选出被引次数超过40次的43人作为分析对象；最后制订出如下表格。 

2004-08-23

序号 姓名 单位 年龄段 学科 最后学历及其培养单位
1994-2003年

被引用次数

2001-2003年发

表论文数

1 方汉奇 中国人民大学 70以上 
新闻学

（史）
苏州社会教育学院 197 5（27） 

2 陈力丹 中国人民大学 50-60
新闻学（理

论）传播学
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 195 74（1） 

3 肖东发 北京大学 50-60 编辑出版学 文学硕士 。北京大学 190 7（20） 

4 李良荣 复旦大学 50-60
新闻学（理

论）
硕士。复旦大学 170 10（15） 

5 刘建明 清华大学 60-70
新闻学（理

论）
博士。中国人民大学 170 38（2） 

6 喻国明 中国人民大学 40-50
媒介经营与

管理
博士。中国人民大学 165 27（3） 

7 张国良 复旦大学 40-50 传播学 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 160 20（6） 

8 匡文波 中国人民大学 40以下 传播学
图书馆学博士。武汉大

学
135 7（20） 

9 邵培仁 浙江大学 50-60 传播学 文学学士。浙江大学 119 15（10） 

10 童兵 复旦大学 60-70
新闻学（理

论）
博士。中国人民大学 117 22（5） 

11 王振铎 河南大学 60-70 编辑出版学 文学学士。河南大学 114 7（20） 

12 郭庆光 中国人民大学 40-50 传播学 海归博士 110 1（37） 

13 胡正荣 北京广播学院 40以下 
传播学媒介

经营管理学
博士。中国人民大学 109 6（24） 

14 郭镇之 北京广播学院 40-50 传播学 博士。中国人民大学 98 18（7） 

15 甘惜分 中国人民大学 70以上 
新闻学（理

论）
  96 2（33） 

16 李希光 清华大学 40-50
新闻学 （业

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 92 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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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如何充分挖掘典型报道的富矿 

作者：若文┊ 2004-08-23 

任长霞事迹，经新闻传媒的集中性、规

模性的报道，形成了强大冲击波猛烈冲

击着祖国大地，然而却对各级领导尤其

第一把手，在行动层面很少触及。对

此，笔者作了如下粗浅思考。（一）思

考：任长霞事迹的报道，对她本…… 

·赵月枝教授获批长江学者讲座教 2009-10-18

·国际青年影像季2009-2010 2009-10-18

·2009互动电视（中国）峰会通告 2009-10-18

·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 2009-10-13

·香港浸会大学第三届普利策新闻 2009-10-03



务）

17 明安香 
中国社会科学

院 
50-60 传播学 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 92 5（27） 

18 闵大洪 
中国社会科学

院 
50-60 传播学 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 87 10（15） 

19 梁衡 人民日报 50-60
新闻学（理

论）

档案学学士。中国人民

大学
85 12（12） 

20 郑兴东 中国人民大学 70以上 
新闻学（业

务） 传播学
复旦大学 81 1（37） 

21 卜卫 
中国社会科学

院 
40-50 传播学 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 80 0

22 黄升民 北京广播学院 40-50
广告学 广播

电视学
海归硕士 79 6（24） 

23 徐耀魁 
中国社会科学

院 
60-70

新闻学（理

论）传播学
文学学士。北京大学 78 2（33） 

24 黄旦 复旦大学 40-50
新闻学（理

论）
博士。复旦大学 67 5（27） 

25 魏永征 
上海社会科学

院 
50-60 传播学 学士。复旦大学 67 9（17） 

26 艾丰 经济日报 50-60
新闻学（业

务）
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 67 2（33） 

27 孙旭培 华中科技大学 50-60
新闻学（理

论） 传播学
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 66 11（13） 

28 丁俊杰 北京广播学院 40以下 
广告学 新闻

学（理论）
博士。北京广播学院 60 3（32） 

29 刘海贵 复旦大学 50-60
新闻学（业

务）
学士。复旦大学 57 6（24） 

30 关世杰 北京大学 40-50 传播学 北京大学 56 4（31） 

31 戴元光 上海大学 50-60 传播学 硕士。复旦大学 53 2（33） 

32 丁柏铨 南京大学 50-60
新闻学（理

论）
文学学士。南京大学 52 27（3） 

33 姚福申 复旦大学 60-70 编辑出版学 学士。复旦大学 51 0

34 陆晔 复旦大学 40以下 
传播学广播

电视学
博士。复旦大学 48 11（13） 

35 

36 

朱光烈 

唐绪军 

北京广播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

院 

60-70 40-

50

传播学 媒介

经营与管理

学士。北京广播学院 

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
48 46

5（27） 1

（37） 

37 展江 
中国青年政治

学院 
40-50

新闻学（理

论）
博士。中国人民大学 45 7（20） 

38 陆地 清华大学 40以下 
媒介经营与

管理
博士。中国人民大学 45 7（20） 

39 单波 武汉大学 40以下 
新闻学（理

论）
哲学博士。武汉大学 45 9（17） 

40 朱羽君 北京广播学院 60-70 广播电视学 学士。中国人民大学 43 9（17） 

41 郑保卫 中国人民大学 50-60
新闻学（理

硕士。中国人民大学 42 17（8） 



三  

我们可以根据上表作出分析：  

学科分布：按照国务院的学科指南，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之下只有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专业，但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复

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武汉大学四个一级学科博士点设立的二级学科博士专业有7个（我根据自己的喜好做了统一）：

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媒介经营与管理、广告学、编辑出版学、跨文化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学是武汉大学专列

的一个特色专业，但我认为它在全国欠成熟、欠规范，所以本文不采纳，而只是把它与国际传播、网络传播、信息情

报、新闻传播法制统归到传播学之下。另外，表中的广播电视学不包括广播电视艺术学，故我在选取学者名单时也没有

把广播电视艺术学的学者考虑进去。  

上表显示，被引最多的新闻传播学学者集中在新闻学和传播学，前者有20人，后者有19人，这既说明它们是热点，又说

明它们相对而言较为成熟。媒介经营与管理的学者（4人）居然比成熟得更早的广播电视学（3人）、编辑出版学（3人）

还多，这也说明该学科的热度了不得。广播电视学应该比编辑出版学要更吸引学者的目光，学者更多，但是广播电视学

的人数与编辑出版学相等，这说明广播电视学的学者少有理论贡献。广告学方面，只有两位学者进入了这个名单，而且

排名比较靠后，这也是一个理论上还在拓荒的学科。新闻学内部同样存在冷热不均的状况。新闻史的学者只有1人，而且

是一位老前辈；新闻业务5人；其余的都是新闻理论学者。  

机构与地域分析：就机构而言，就职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最多，9人；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都为7人，但北广的排名

较为靠后；中国社会科学院5人，清华大学3人，北京大学2人；武汉大学居然只有1人，与人们的一般印象有差距；华中

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大学、河南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也

都是1人。在引证数的前10名中，人大有4人，复旦有3人，北大、清华、浙大各1人，北广没有，值得思考。  

从学科来说，中国人民大学的优势在于新闻学，有6人；北京广播学院的广告学无人能比，广播电视学也有优势；复旦大

学张国良教授的传播学在所有传播学学者中排第一，紧随其后的匡文波虽然只与他差25次，但匡的著述有许多是图书情

报方面的，而再后面的邵培仁教授与他也有40余次的距离；北京大学肖东发教授的编辑出版学排在总榜的第 

三，优势明显；清华大学刘建明教授的新闻学也很打眼。  

从地域上看，新闻传播学的优秀学者扎堆于北京和上海，其次零星地分布于武汉和江浙。  

年龄：就年龄来看，这些新闻传播学家大致集中在50-60和40-50岁两大群体，分别为15人和11人，他们是70年代末和80

年代初的大学生，或8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研究生。60-70年龄段的有7人，40岁以下的6人全都是博士。70岁以上的有3

人，全集中于中国人民大学。  

人才培养：43人中，人大培养了11人，其中博士8人，硕士1人，学士2人；复旦培养了9人，其中博士3人，硕士2人，学

士4人；中国社科院培养了8名硕士；北大培养了3人；北广培养了2人，博士、学士各1人，这么多年居然没有培养出更多

的硕士和学士在学术界产生影响，也可堪玩味；武大2人，都是博士；海归的硕士、博士2人，可见海归派的作用还没有

显现出来。跨专业的新闻传播学者有6人，集中在北大和武大，成绩很好，特别是3位博士，张国良、匡文波、单波为新

闻传播学做的贡献不小。  

引证特点：经过计算发现，以上学者的著述被引用情况50%以上发生在2001年以后，这是该数据库发展本身所导致的。所

以表中我特意列出了2001年以后这些学者发表论文的篇数。通过论文发表数与著述引用数比较后我们认识到，老一辈学

者的被引情况以教科书和著作偏多，如甘惜分、方汉奇、郑兴东；年轻一代被引的论文偏多，如张国良、喻国明、郭镇

之、陆晔、蔡雯；而一些中坚力量仍焕发着蓬勃的学术创造力，如陈力丹、刘建明、童兵、郑保卫。表中最后一栏里加

括号的数字是2001年后该学者发表论文在43人中的排名，读者可与被引证数的排名作一比较，得出一些结论。不过要明

辨的是，个别学者因为出国的原因，论文的发表数量极少。  

四  

最后还需要强调一下，著述引证统计只是部分反映了学者的研究水平，它更能反映的是一个学者的影响力和读者对他的

认可程度以及强烈的反感态度，以致不得不撰文对他提出批评。况且，新闻传播学研究者们撰写论文时，偏好而且也不

得不引用教材，这也导致引用次数的统计不能很好地反映学者的学术水准。  

注释： ①参见苏力：《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中国法学》2003年第2期。下文思路受此文影响，特别致谢苏

力教授。 

（责任编辑：） 

论）

42 蔡雯 中国人民大学 40以下 
新闻学（业

务）
博士。中国人民大学 42 17（8） 

43 刘京林 北京广播学院 50-60 传播学
文学学士。北京师范学

院
41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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