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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约6年前，也就是2002年下半年，由我主持的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国发展传播学”（CHINESE
DEVELOPMENT COMMtTNICATIONS，简称CDC）正式启动。
其研究设计中最重要的部分，为开展一项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旨在考察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的互动
关系。
经过反复讨论、细致规划，我们组织了一支精干的研究团队，于2002年底、2003年初，分头奔赴全国
八个省份，实施了入户调查，同时，还对当地主要报纸进行了内容分析和领导访谈。
在获取丰富的研究资料后，各团队成员又投入了紧张的统计分析和报告撰写中，经过3～4个寒暑的辛
劳，陆续完稿，最终交出这样一份总篇幅逾200万字的答卷。
回首往事，颇为感慨！
这一项目的背景如下：世纪之交，为了繁荣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部在全国高校设立了一百多个“文科
重点研究基地”，经过严格评审，由我担任主任的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中心，被批准为全国传播学科
中唯一的重点研究基地。
重点研究基地的主要职责，是持续地开展重大项目研究，于是，本人申报的“中国发展传播学”被确
立为首批重大课题之一。
既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则发展自然是一个首要的问题，因此，诸如发展政治学、发展
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伦理学等，无不构成学科关注的热点。
但遗憾的是，由于传播学在中国起步很晚，大致与改革开放同步，基础很弱，短短30年里，又历经各
种曲折，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获得长足发展的空间。
在此过程中，以传播与发展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发展传播学，也就一直处于缺失、贫弱的状态之中。
我之所以构想、申报上述项目，初衷正是为了改变这一状况。
在我看来，中国的传播学者不对本土的发展问题予以足够注意，那无疑是失职。
而这一项目当年很快就顺利通过了教育部及专家的审核，则又表明，对发展传播学的重视，业已成为
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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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系列专著基于我国本世纪以来规模最大、涵盖面最广的一项媒介与受众抽样调查而作。
该调查由张国良教授领衔，在全国九省市展开，包括上海、广东、云南、四川、江西、浙江、河南、
甘肃、黑龙江，覆盖东部、中部和西部，大城市、中小城镇和农村，入户访问近3000个样本。
课题组对全国的传播事业状况、受众的媒介接触行为以及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等诸多问题
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和研究，殚精竭虑，几易其稿，得出了许多对当前工作富有参考意义的数据和结
论，并为我国发展传播学的后续研究积累了宝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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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发展传播学（总报告）》：　导论　第一章 总体状况　　第一节 调查方案与实施　　第二节 
调查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　　第三节 样本的个人特征　　第四节 受访者拥有媒介的情况　第二章 受
众与媒介　　第一节 大众传播在闲暇中的重要性　　第二节 四大媒介的使用情况比较　　第三节 受
众接触三大媒介的内容　　第四节 受众接触三大媒介的动机与满足程度　　第五节 受众对三大媒介
的评价　　第六节 互联网接触情况　　第七节 非新闻类媒介接触情况　　第八节 受众与议题　　第
九节 小结　第三章 个人特征、媒介与观念　　第一节 教育程度与媒介行为　　第二节 居住地与媒介
行为　　第三节 性别与媒介行为　　第四节 媒介接触与观念现代化　　第五节 小结　第四章 媒介内
容分析——以报纸为例　　第一节 研究方法　　第二节 媒体报道的主题　　第三节 媒介报道角色的
社会经济地位　　第四节 媒介报道角色的性别　　　第五节 小结　结束语 中国社会系统中的大众传
播　附录 “国家发展与大众传播”调查问卷　参考文献　后记《中国发展传播学（黑龙江卷）》《中
国发展传播学（浙江卷）》《中国发展传播学（甘肃卷）》《中国发展传播学（河南卷）》《中国发
展传播学（广东卷）》《中国发展传播学（云南卷）》《中国发展传播学（四川卷）》《中国发展传
播学（江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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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至此，可小结如下：河南受访者的报纸接触率和稳定接触率均不及全国的平均水平，与报纸的
接触还不是太密切，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尚有较大差距，甚至不及西部不发达地区。
河南受众的读报时间为每天21分钟左右，低于全国的平均时间26分钟。
从读报的费用来源看，近50％来自自费，公费的比例只占30％左右。
在读报的种类方面，河南受众主要选择省内报纸，对具有全国和跨地区影响的报纸的接触很少。
在河南三地，都出现了都市报《大河报》独占鳌头的局面，省委机关报《河南日报》被选择的比例很
低。
在报纸的内容偏好方面，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天气预报占据首位；河南受众表现出强烈的获取新闻
信息的倾向，对国内、国际新闻的偏好大于对本地、本省新闻的偏好。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法制新闻紧随上述新闻种类之后，对各地受众都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而理论文章、读者来信，以及评论、副刊等内容，在受众的选择中很受冷落。
在阅读报纸的动机和满足程度方面，河南受众读报的动机主要是获取新闻，其次是获得知识。
总的来说，对报纸的满意程度较高。
至于对报纸各项功能的评价，河南受众比较认可的是：信息量、报道速度和通俗性，而对报道的批评
性、反映性和公正性评价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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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张国良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国发展传播学”课题的分项目之一。
甘肃省分项目研究报告能够顺利完成，完全是在张老师主持下，课题组全体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本人完成了项目的组织实施调查、归纳整理数据、综合分析等工作，其他诸如制定研究方案、数据录
入等一系列大量的繁重工作，都是在课题组全体成员默契配合下共同完成的。
应该说，由本人负责的“中国发展传播学”甘肃省分项目能够如期结稿，首先是课题组全体成员集体
劳动的结晶。
本课题由于工作量十分浩大，倾注了课题组成员的大量心血，研究之艰辛可想而知！
在这里投入的不仅是脑力劳动，更多的还有体力劳动。
问卷调查从城市到农村，几度奔波跋涉；数据分析面对大堆资料，常使人茫然无措，忧心如焚。
但好在张老师指导有方，课题组全体成员精诚合作，方能有今天的收获。
因此，这些成果的取得是和张老师的倾心指导分不开的！
课题研究期间，我正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师从张老师从事传播学博士后研究，张老师从学习和生活上
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
张老师对学生宽厚仁爱，对研究虚怀若谷，对学术全心投入，耳濡目染，言传身教，都使我受益匪浅
。
面对恩师的栽培和期望，我惴惴不安，常生“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之感，怕辜负了老师的希
望。
可以说，自步入传播学领域以来，每一次的进步和成绩的取得，几乎都倾注着张老师的心血和汗水，
所有这些，仅仅感谢二字真是无法表达的。
因此，我只有勤奋钻研，勇于上进，在学业上稍有所成，方不辜负老师的厚望！
还令我感动的是，在博士后研究其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丁淦林教授、童兵教授、李良荣教授、张
骏德教授、黄芝晓教授、刘海贵教授、黄旦教授、孟建教授，杨击副教授、李双龙副教授、廖圣清副
教授等，也给予我很多的帮助和关心，他们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不懈的探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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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发展传播学(共9卷)》是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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