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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彭兰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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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彭兰，女，1966年出生，湖南长沙人，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

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网络媒体协会理事、监事会成员，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 关键词 ]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网络传播;博士生导师

       彭兰，女，1966年出生，湖南长沙人，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

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网络媒体协会理事、监事会成员，南

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学历： 1984．9-1988．7 长沙铁道学院电子工程系计算机软件专

业      工学学士 1989．9-1991．7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专业第二学士班   法学学士 1996．9-1999．7 中

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专业在职研究生   文学硕士 2001．9-2004．6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专业在

职博士     文学博士主要工作业绩： 1991年起留校任教，先后在国内新闻院系中率先开设了《激光照排》、

《网络传播概论》、《网络新闻实务》等课程。 1991年，负责建成了国内新闻院系中第一个激光照排实验

室，1999年参加了教育部“211工程”子项目“新闻传播实验室建设及应用”建设，2004年参加国家“985工

程”“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哲学社会创新基地”建设。参与过北京市政府新闻办网络处等关于网络新闻传播的重大调研，参与过多家新闻网

站的发展战略研究，为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全国网络编辑培训班、北京市委宣传部举办的宣传干部网络培训班以及数家媒体举办的网络传

播培训班授课，参加过多次重大的网络新闻传播会议。参与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网络编辑员”国家职业标准的制定，并负责该职业国家标

准的培训教材的撰写。作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计算机应用专业的特聘主持教师，直接参与该专业的《网络信息制作与发布》课程建设。 

1999年起，“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中华传媒网”、“紫金网”、“山东视网联”、“江苏网”等多家网站为她开设了个人专栏。承

担或参与的主要科研项目：网络传播对传统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冲击与影响         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网络传播教学体系及教学方法研

究                       北京市教委网络传播专业课程体系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网络新闻业务规律及发展前景研究                       中国人

民大学大公报一百年史                                      中国人民大学主要科研成果著作：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专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7 

网络新闻学原理与应用（专著）新华出版社  2003.3 网络传播概论（专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10 点击美国在线（专著 ）经济日报出

版社 2000.4 网络新闻导论（译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7 网络研究——数字化时代媒介研究的重新定向（译著）新华出版社  2004.1 

网络信息制作与发布（合作教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1.7 网络信息制作与发布实验（配套教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1.8

网络信息制作与发布课程设计（配套教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4. 中国出版理论与实务（合编教材）书籍出版社 1999.10 主要论文

中国互联网展望——技术变革与发展动向《亚洲传媒研究》（2004）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夹击之中的新机遇  《网络传播》2005

年8期 MSN的野心 《网络传播》2005年7期从社会“皮肤”看网络舆论的和谐环境 《网络传播》2005年5期网络新闻整合：形式提升内

容  《网络传播》2005年3期网络新闻教育：摸着石头过河 《网络传播》2005年2期 P2P技术与网络传播的未来    《南京邮电学院学报》

2005年1期行动力的价值——我看新浪之道 《新闻记者》2005年4期中国网络新闻十年六大变革 《网络传播》2005年1期下一代互联网：汇

聚的时代 《网络传播》2005年1期网络媒体：分权时代的挑战 《网络传播》2005年1期个性化 一个神话 《网络传播》2005年1期让信息经济

着陆《网络传播》2004年9期网络新闻等于多媒体新闻？ 《网络传播》2004年8期中国网络新闻的六大发展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5

期什么是维客 《中国记者》 2004年12期什么是流媒体技术《中国记者》 2004年11期新媒介·新思维·新文化 《网络传播》2004年4期从石

头、莎草纸到网络 《网络传播》2004年3期强国论坛的多重启示《关注中国、纵论天下——强国论坛这五年》北京出版社 2004年5月视



野、焦点与方法《网络传播》2004年2期网络媒体产品的增值开发《网络传播》2004年1期主流化与边缘化——中国网络媒体发展的双重轨

迹《中国记者》2004年5期香港网络媒体发展概况《国际新闻界》2004年2期、《世界华文传媒年鉴》（2003）网络新闻传播结构的构建与

分析（下）《国际新闻界》2003年3期网络新闻传播结构的构建与分析（上）《国际新闻界》2003年1期什么是真正的多媒体报道《中国记

者》，2003.1 从受众心理角度看网络广告《中华新闻报》，2002年7月23日辉煌与困境之间——点评《神州学人·电子版》    《神州学

人》，2002年5期关于大陆互联网站外来文化传播状况的实证研究《国际新闻界》 2002年1期从粘贴新闻到解读新闻——网络新闻处理的四

个层次《新闻实践》2002年3期如何看待网上聊天现象？《北京日报》2002年1月21日媒体网站的品牌建设——一个营销学的思路《城市党

报研究》 2001年4期网络中的人际传播 《国际新闻界》 2001年3期 “鱼”与“熊掌”各有所需《城市党报研究》 2001年2期从“沙发土

豆”到“鼠标土豆”——试析网络对社会个体的影响《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1年7月网络与体育报道《中国记

者》2000年8期网络传播与跨文化传播初探 《国际新闻界》2000年6期超文本写作：从理论走向实践《中华新闻报》 2000年7月重新认识互

联网 《中国记者》 2000年5期边走边看话千龙《当代传播》 2000年5期如何在网上安家 《中华新闻报》2000年5月至7月连载试论网络传播

中专业媒体的舆论功能《当代传播》 2000年1月试论网络报纸的编辑手段《新闻学论集》1999年12月网络带来的变革《中国记者》 1999年

10月是否需要重新定义——关于网络媒体的交互性 （译文）《国际新闻界》 1999年4期透视网上聊天 《光明日报》1999年7月数字化时代

的BBC 《国际新闻界》 1998年 Is the "wolf" coming? An Empirical study on cultural information spread on Chinese webs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South-East-Asian Societies, Bochumer Universitaesveriag Gmbh,Germany,2002 主要获奖情况 2004年《网络传播概

论》一书获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 2002年北京市教育创新标兵 2004年宝钢优秀教师奖 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校十大教学标兵提名奖 2001年中经报联奖教金 2000年华为奖教金 2002年《网络信息制作与发布》一书获中央广播电

视大学优秀文字教材二等奖 1999年获中国记协“新中国新闻事业五十年”百篇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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