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 例 与 方 法＼ 曼曼垦 曼! 

编者按 风云变幻的传媒生态为学子们提供了一块肥沃的研究土壤：传播技术的 

进步、报道形式的创新、职业伦理的探讨、经营管理的策略、理论历史的变迁⋯⋯诸 

多选题进入学子们的视野。他们透过现象寻找趋势，通过个案推及一般，在能力所及 

的范围内做 出了一篇篇几万字、十几万字的硕士、博士论文。 

这些论文所研究的问题是否与中国传媒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相契合?论文中 

提出了哪些新颖的观点和见解?业界能够从中获得什么启迪和借鉴?以上问题正是这 

篇文章试图传达的信息。 

新闻传播学位论文选题分布 

近几年来，新闻传播专业的报考热 

度居高不下，来自教育部学位办的最新 

资料显示，2004年，在全国各高校新闻传 

播专业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为46人，获 

得硕士学位的人数为1053人；2005年，获 

得博士学位的为42人，获得硕士学位的 

为 1427人。 

为了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新闻传播专 

业硕博论文写作情况，我们在国家图书 

馆搜集到2001-2oo5g~士学位论文155 

篇，硕士学位论文863篇，共计 1013篇。 

除了对以上全部论文样本的主副标题、 

关键词进行文本分析和数据统计分析外， 

我们还对个别院校某一年获得某类学位 

的论文进行了内容摘要的个案分析，对 

部分论文的全文进行了文本细读。此外， 

还对重点新闻传播院校的几位博士生导 

9币、硕士生导9币进行了访谈，力求从各个 

层面和角度揭开学位论文的面纱。 

研究领域广泛 

依据新闻传播专业的课程设置和研 

究方向的类别，我们把论文分成八大类： 

新闻传播史、新闻传播理论、采写编评摄 

实务、新闻传播理论应用、经营管理实 

务、公关与广告、新闻伦理与法规、其他。 

跨类的选题通过阅读正文被归于比较靠 

近的类别，不属于前七类任何一类的被 

归于 “其他”。附表中列举了每一类别的 

篇数及所占比例。 

2oo'--2OO5年磺博学位论文分类 

类别 篇数 百分比 

理论应用 268 27％ 

经营管理实务 237 24％ 

采写绽评摄实务 206 O％ 

新闻传播理论 73 ‘ 

新闻传播史 72 70．6 

公关与广告 7l 7％ 

新闻伦理与法规 62 6％ 

其他 24 2％ 

总计 1013 loo％ 

其中，包括新闻传播理论应用、经营 

管理实务、采写编评摄实务、公关与广告 

在内的实用性研究占所有论文选题的 

78％。而研究新闻传播史和理论的学位论 

文分别只占7％。由此可见，实用性研究 

已经成为学位论文写作的主流。 

口 刘 滢 王 会 

对样本选题分析发现，近几年来新 

闻传播专业论文研究内容呈现多样化趋 

势，涉及领域非常广泛： 

宏观层面，选题包括中国国际形象、 

社会发展问题等，如<建国以来我国对外 

宣传的反思>(张永德，硕士，2003)，<新 

闻传播与国家发展理论研究>(孙聚成， 

博士，2005)等。 

中观层面，选题涉及传媒集团化、媒 

介产业的发展、企业公关、政府危机管 

理、媒介公信力等，其中不乏有影响力的 

佳作。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陈力丹 

教授不约而同地推荐了人大2005届博士 

毕业生张洪忠的学位论文 <大众媒介公 

信力理论研究>，论文探讨了媒介公信力 

理论问题的五个方面：基本概念的界定、 

维度探讨、影响因素分析、生成机制、对 

传播效果的影响，“首次对媒介公信力问 

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原创性地 

提出了基于我国现实的媒介公信力判断 

维度的理论假设和媒介公信力生成模式， 

全面分析了公信力对媒介功能的影响”。 

微观层面，有关新闻采写、公关广 

告、经营管理等实务研究的论文不胜枚 

举，新闻传播现象分析成为近年来的热 

点，深入其他学科领域的传播研究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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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层出不穷。如《电视新闻秀即电视新闻 

娱乐化现象研究》(金梅，硕士，2003)，《拈 

花微笑，教外别传：中国佛教禅宗的传播 

控制分析》(张书翰，硕士，2003)等。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程曼丽教 

授介绍，和以往相比，北大新闻传播学院 

2006届学位论文研究涉及的范围更为广 

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注点比 

较新，学生发现新问题就主动去关心、研 

究，或者在别人的研究基础上有所补充 

拓展；二是研究涉及面很广，有一些学生 

甚至比导师的视野更广，可谓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 

对于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有共同语言 

的研究选题，例如 “传媒与儿童”“健康 

传播”等，我们也找到了一些篇目。样本 

论文中有13篇是有关儿童话题的，有7篇 

属于健康传播。如《媒介变迁与儿童发展 

研究》(陈磊，硕士，2004)，《我国大陆 

儿童网站现状分析及发展探讨》(刘晏， 

硕士，2005)等；(DISCOVERY健康医 

学节目创作手法初探》(关海明，硕士， 

2004)等。 

选题与实践同行 

1．党报：视角新。切合实际 

党的新闻事业是新闻学术研究的重 

点领域，也是与业界联系比较紧密的领 

域之一。在样本论文中，内容涉及到党报 

和党报集团的不在少数，其中，采编、经 

营、史论类选题都有与党报相关的内容。 

这些论文视角比较新颖，内容切合报业 

改革实际。 

有些论文重点关注党报的某一类新 

闻题材或体裁，进行对比研究，例如《党 

报社会新闻报道研究》(易鹰，硕士， 

2004)，《党报和大众化报纸社论比较研 

究》(胡唯元，硕士，2003)。 

党报体制改革和集团化发展问题也 

引起了学子们的研究兴趣。具体的题目 

如《重塑权威、重塑核心：省级党报改革 

发展的现实选择》(刘勇，博士，2004)， 

《论党报体制的二元结构：党报体制创新 

研究》(李忱，博士，2005)，《浙江日报 

报业集团集团化发展研究》(罗赘，硕士， 

2006)。 

也有一些论文着重研究党报的历史， 

如 《解放前北京中共党报研究》(李贤涛， 

硕士，2003)。还有的选题独树一帜，深 

入到尚未开掘的领域，如《少数民族地区 

党报新闻资源开发现状研究》(李勤，硕 

士，2004)。 

2．采编类：切口小。参考价值大 

作为一门实跋性很强的学科，新闻 

实务研究一直是论文选题的重点领域。 

有关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影(像) 

等业务的学位论文占全部样本的20％。 

这类论文一般切口比较小，挖掘相 

对深入，通过分析具体案例或进行横 

向、纵向比较，提出观点和建议。如《“以 

图说话” ——中国评论漫画研究》(刘 

静，硕士，2005)，以 “中国评论漫画” 

为研究对象进行历史梳理和对比分析。 

复旦大学的一篇博士论文 《新闻精 

品：一种理论建构和组织文化的框架》 

(孔祥军)把 “新闻精品”定义为 “内容 

精确、体式精炼、有精神张力的新闻作 

品”，认为新闻精品的基本动力来自于 

媒体文化与优性文化的互动；媒体组织 

文化是新闻精品生产的一种有效机制。 

文章还为精品新闻制作的各个环节提供 

了示范：包括新闻写作过程图式、导语 

制作方式、导语一主体的关系模式、主 

体展开的两个范本、精品新闻写作的整 

体程式等。 

另一篇博士论文 《典型报道的话语 

分析一 从福柯的视点出发》(任俊英) 

就典型报道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目前关 

于典型报道的研究呈现的特点有：多实 

务，少理论；多描述，少剖析；多演绎， 

少归纳；多宏观，少微观；多一维认同， 

少多维批判反思”，“对典型报道深层结 

构一 内在生产机制挖掘尚不够”。文章 

在对典型的 “力”的释放特征、典型报道 

的 “公开读本”和 “隐性读本”等进行对 

比分析基础上，揭示了典型作为国家的 

象征资源的深层文化价值。 

3．经管类：范围广。尚待深挖掘 

传媒经济研究近年来持续升温，与 

此相关的学位论文选题非常丰富。在样 

本论文中有237篇以传媒经营管理为研 

究内容，占全部选题的24％。 

选题涉及的内容不仅包括传统媒体 

的治理结构、经营策略、人力资源战略、 

投融资分析、市场研究，还包括新媒体的 

盈利模式、资源整合、品牌营销，以及出 

版社的集团化发展等。 

具体的题目例如：《内容产业论X赵 

子忠，博士，2004)，《我国地方综合性日 

报营销体系实力评估关键性指标分析> 

(苏婧，硕士，2005)，《非完全市场化的 

媒介营销策略×何海明，博士，2003)等。 

以博士论文 《广东报业竞争战略与 

竞争优势研究>(林如鹏 )为例。文章认 

为，岭南文化的熏陶、广东经济持续高速 

的增长、宽松的政治舆论环境以及特殊 

的地缘优势等战略环境构成要素形成了 

广东报业竞争的比较优势。但是，大投  ̂

高产出低利润；同质等效产品的大量重 

复导致报业市场的相对饱和；报业集团 

管理体制不顺，资产归属不明，体制仓吐新 

和制度创新仍任重而道远。作者认为， 

《南方日报》走精品大报的道路以及《广 

州日报》走党报市民化的道路分别取得 

成功的实践，给中国党报参与市场竞争 

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范式。在目前中国报 

业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媒体创新已 

经成了竞争的制胜法宝。 

4．史论类 ：数■少。略显寂寞 

与实务类相比，史论类研究冷清许 

多。在样本中只有72篇是史类研究，73 

篇理论类研究，各自仅占全部论文的7％。 

史类选题主要包括个人新闻活动和 

新闻传播思想、报刊史、某一时期新闻宣 

传思想、广电等媒体的历史、出版史等。 

内容集中在中国新闻史个案的研究 (62 

篇 )，外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较少 (10 

篇)。具体题目如 《梁启超报刊活动及新 

闻思想评析》(刘占芹，硕士，2005)，《民 

国时期 (京报)研究》(卫晓莉，硕士， 

2002)，《传承与嬗变：民国元年一 十九 

年新闻思潮研究=》(郭志法，硕士，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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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环与荆棘：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 

年》(彭兰，博士，2004)等。 

新闻传播理论类选题具体题 目如 

《从法兰克福学派到伯明翰学派：论批判 

学派受众研究》(周松，硕士，2004)，《社 

会结构与媒介效果：知沟现象研究》(丁 

未，博士，2002)，《新闻理论新思路：新 

闻理论范式的转型与超越》(陈作平，博 

士，2005)。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刘燕南教授 

表示，近年来硕士论文选题集中于与现 

实结合比较紧密的具体问题，硕士论文 

基本上没有纯理论的。 

5．新媒体：话题多，角度多样化 

在样本论文中，主副标题中含有网 

络、互联网、WEB、网民、BBS或博客的 

选题共计115篇，约占所有选题的11％。 

从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最 

新资料来看，在119篇2006届硕博学位论 

文中，有21篇以互联I两为研究对象，所 

占比例接近18％；在 113篇2005届硕博 

学位论文篇目中，有 13篇以互联网为研 

究对象，所占比例约为12％。 

研究内容涉及到网络传播的方方面 

面，选题涵盖公共话语空间、网络舆论、 

名誉权、虚拟社区、博客、网络语言、网 

络监管、网络广告、网络广播、网络书 

店、传媒网站、网络游戏、网络经营等 

等。例如 《网络言论的舆论形成过程及 

其影响研究》(冯华，硕士，2004)，《博 

客：现l佚 尉 §研究》 (闰静，硕士， 

2004)，《论互联网新闻传播的自由与控 

制 詹万里，博士，2002)等。 

由此可见，互联网已经成为广大新闻 

传播专业学子的重要兴趣点之一，它为学 

位论文写作提供了丰富的选题和案例。 

除了互联网外，数字电视、移动电 

视、手机短信等新媒体也受到普遍关注。 

如 《数字电视及中国数字电视产业化发 

展初探》(陶庆，硕士，2004)，《手机短 

信人际传播中的谣言现象——以重大突 

发事件 SAKS期间手机短信的谣言传播 

为例》(郭翠玲，硕士，2006)等。o(作 

者单位：新华社新闻研究所 ) 

口 

冷 

凇 

危机的概念众说纷纭。简要概括，可 

以定义为 “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 

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在时 

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 

其做出关键性决策的事件。”一般情形 

下，危机不仅导致社会物质的损失，更使 

人们的精神价值体系遭受冲击，并引起 

社会秩序偏离正常轨道，直接影响到国 

家的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 

危机事件虽然各不相同，但大都具 

有如下特点：首先是高度不确定性，这是 

由危机的不可预知和预测所决定的；其 

次是事件演变迅速，危机既可能由一些 

细节而起，也可能是丝毫没有任何预兆 

的突发事件；三是高度影响人类社会政 

治经济生活，使秩序失去平衡，甚至瘫 

痪。因此，危机也可以解释成 “导致社会 

偏离正常轨道的危急的非均衡状态。” 

在信息化社会里，大众传媒充当了 

人们主要的信息源，因而大众传播媒介 

在危机事件中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能 

够影响危机的演变和进程，尤其是一些 

影响巨大的主流媒体。西方媒体有一套 

危机事件的处理方式，在实践操作中有 

利也有弊。 

危机处理的 “三T”理论 
与危机的生命周期划分 

公共关系学理论强调，信息沟通是 

危机管理的核心。英国危机公关专家里 

杰斯曾提出著名的危机沟通“三T”原 

第一，以我为本提供情况；第二，提 

供全部情况；第三，尽快提供情况。 

大众传媒的主要功能是传播信息， 

而信息不对称却是在社会每个领域都存 

在的一个问题。 

危机事件中，公众处于不知情状态 

下，尤其是当涉及突发的个 健̂康、安全 

的危机事件时，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降 

低，往往会对形势的判断模糊不清，甚至 

无所适从。如果任由人们对信息做出盲 

目选择，进而形成各种流言蜚语和不利 

的舆论，则更容易引起大规模社会恐慌， 

导致危机事态激化。经济领域中的信息 

不对称会出现 “劣币驱除良币”的现象。 

将经济领域信息不对称的概念扩大到社 

会传播领域的信息不对称，并且将这一 

原理弓l申到危机传播领域：如果一个社 

会缺乏必要的信息传递，这个社会也会 

出现萎缩的现象。即如若公众对于发生 

的危机事件不能够全面了解，不知道组 

织所要采取的措施，那么公众就会盲目 

行事，使危机造成对社会更大的损害。 

根据斯蒂文 ·芬克对危机生命周期 

的划分方式，危机存在若干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潜伏期，即有迹象表 

明潜在有可能发生危机，显然这是量变 

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发生期，关键性的 

危机事件突然爆发，而且迅速演变。第三 

个阶段是蔓延期，危机的影响在存在的 

同时逐步扩大。第四个阶段是衰退期，危 

机的影响渐渐消退，但仍需保持警惕。以 

免危机重复。 

这四个阶段就是在大众传媒的作用下 

交替演绎，展示着危机生命周期的轮回。 

媒体在危机事件中的消极影响 

媒体介入危机的不同阶段所产生的 

事件处理方式 

媒体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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