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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
研究现状与拓展路径

朱清河

摘 要：伴随着十九大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习热潮的到来,新闻

传播学界对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理论的砥志研思也逐渐热起来。 既往相近研究主要沿着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与习近平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脉系而展开,但相

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理论的研究取向与旨趣来说,其前期成果整体上仍然存在着方法

上陈旧、视野上内敛、创新性不强等问题。 故而,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进行

学理探讨,今后应在秉持“开放、包容、创新”等研究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研究深度与

广度,视角与视野,不断拓展新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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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裹挟下,中国特色新闻思想(新闻理论、新闻学)的建构之路就相伴着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的步伐一路前行,至今已历经百年。 一个

世纪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或曰中国特色新闻学等也一直是在与西方资本主义新闻思

想、新闻学不断碰撞、交互与资鉴中,得以扬长避短,逐渐成长、成形,日渐走向成功的;也因此,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之路,源远流长,连绵不绝。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不仅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更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

新闻实践指南。 但由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个全新概念刚被提出来,因此

系统研究这一思想的专著或论文还较少见,更遑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研究方面的

鸿篇巨制了。 故而,若欲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研究觅得可以依赖的文献检索与依赖

路径,同时为今后此领域研究开掘出广阔的治学领域与可拓展空间,第一步务必要做到的是对既往

相关与相近研究成果与文献进行一番察微知著、擘肌分理、去芜存菁式的研究,然后再据此推绎出

“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的可研习空间与可拓新视景。 这当为新闻学者从事新时代中国特色

新闻学理论构建的必然要务与必经之路。

一、前期相关研究文献的现状与承继

由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传承与发展,并且

两者都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产物。 故此,对其前期研究文献的“知识考古”只能

采取“由远及近”的方法,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现状,最
后收缩到近年来的渐趋走热的习近平新闻论述研究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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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 2007 年 10 月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来

的,新闻与传播学领域也拉开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序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不仅包含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前几任党的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也
包含着新时期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历经艰苦卓绝的奋斗,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不断摸索出来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形成和发

展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改

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新闻理论创新成果的总体概述,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

果。 目前,新闻传播学领域关于“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研究只有 30 来篇,研究的重点大多集中于考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观(学)的历史缘起、理论范畴与主要内容和创新成果等方面。 研究者主要以

郑保卫、尹韵公、童兵、丁柏铨、刘建明、林枫、柳斌杰等学者为主。
首先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起源的研究。 一般学者都将其归结为马克思恩格斯报

刊思想、列宁无产阶级党报思想与毛泽东新闻思想。 譬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来源和主

要内容》一文就明晰地勾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来源,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

秉承了马列主义新闻思想和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精髓,是马列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最新创新成果。[1]

再譬如,林枫在《继承发展毛泽东新闻思想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 [2] 中就指出毛泽东

新闻思想、邓小平新闻思想的一脉相通性,并强调新的时期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向导,发展

中国的新闻事业。 从现有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著作和文章来看,大多数学者认为其

缘起都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思想先

导、生长根蒂和灵魂所在,可以说是其最初源头;但他们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忽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经历的复杂性、曲折性与渐进性。
其次是有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理论)的研究。 追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话语缘

起,最早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但真正将其作为一个概念广泛使用是 20 世纪 90 年代。
从一般术语层面最早出现在大众媒体中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一词汇源自 1992 年 1 月王福如发

表的《再学习与再深入》一文。 此后,随着 2001 年中国记者协会倡导新闻战线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教育活动,尤其是 2003 年中宣部、中央外宣办、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等五部门

联合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职业道德“三项学习教育”
活动以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越来越多地开始进入新闻学者的研究视野。 近十年来,关于马克思

主义新闻观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以著作和书籍为多,研究者大多集中于新闻界的名人大家。 其中

代表性的著作有陈力丹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和李彬的《马克思主

义新闻观十五讲》以及郑保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等。 其中,《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

典》相当完整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框架结构和主要内容,以词条的形式讲述了各国马克思

主义政党、领袖、实践者的新闻宣传活动历史、共产主义运动时期的新闻事件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毛泽东等关于新闻、宣传的理论观点;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五讲》则不同于其他的一般新闻学

读物,其汇聚了我国新闻学界十五位专家学者的学术心得和经验,观点新颖独到,具有前瞻性。
再次是有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发展轨迹、基本内涵与方法论的研究。 这方面成果多散见于郑保

卫、童兵、陈力丹等知名学者的相关论著中,但涉及专论并不多见。 程道才的《试论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的基本内涵》 [3] ,该篇文章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概念、现实意义及指导性,可以说是马

克思主义新闻观基本内涵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之一。 刘卫东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建设的方法论问

题》提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三种视角,主要侧重于研究基础水平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很“民

间”的基本价值观和方法论[4] 。
最后是关于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新媒体环境中发展的研究。 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运用

·6·  2018 年第 5 期

ChaoXing



于新媒体时代的研究议题这两年逐渐成为一个热点,研究结论一般为：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不但不是没有用武之地,而且其新闻实践指导作用更加突出。 譬如,钱明芳的《新媒体环境下马克

思主义新闻观的现实意义》 ,[5] 黄元杰的《浅析新媒体时代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预防道德失范》 ,[6]

曹金名、徐文杰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当代新媒体的融合运用》 [7] 等文章都表达了此类相近的

观点。
(二)有关习近平新闻工作、宣传与舆论等论述的研究

在第一届任期内,习近平以治国理政为工作抓手,先后召开了众多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全国宣

传工作会议(2013 年 8 月) 、文艺工作座谈会(2014 年 10 月) 、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2016 年 2 月) 、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2016 年 4 月)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2016 年 5 月) 、全国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2016 年 12 月) 。 这些会议和 2015 年 12 月视察解放军报社、2016 年 11 月接见

中国记协第九届理事会代表时的讲话集中展示、体现与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基本轮

廓与价值诉求,不仅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有里程碑意义,而且在新闻传播领域也是划时代的

标志。 多数研究习近平新闻工作论述的学者认为习近平是一位政治新闻思想家,在他的新闻工作论

述中,充满了对意识形态的强调,将新闻传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和载体。 所以,学者们研

究习近平新闻论述也主要围绕以上几次重要讲话而进行。
首先是对习近平“8·19”与“2·19”讲话的研究。 尹韵公认为“8·19”讲话标志着“习近平新闻

传播思想已然形成和成熟,而解读和掌握习近平新闻传播思想的精义要道,现今已成为新闻传媒从

业者的迫切需要” [8] ;陈力丹则把“8 ·19” 讲话精神理解为对“ 重提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原

则” [9] ,并断言,此讲话为我国新闻传播业提出了长远的发展目标,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现代传播体系” [10] 。 童兵认为,“2·19”讲话既“要求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增强政治家办报意识,在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中找准坐标定位,牢记社会责任,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

题” ,又倡导新闻报道要尊重“新闻传播规律” [11] 。 郑保卫把“8·19”讲话概括为“四个创新” ：强调

意识形态和新闻舆论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对全国宣传思想和新闻舆论工作的全面布局与宏观思考;
对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事业发展的新认识、新要求;丰富和创新“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理论。

其次是关于习近平新闻宣传论述的研究。 此范畴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习近平新闻宣传的特色与

核心精神的分析与剖玄上,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习近平新闻宣传方面的论述除了具有对马克思主义新

闻宣传的基本特质的继承外,还“具备着强烈的时代气息” [12] ,并且特别强调“遵循新闻的传播规律”
与“新的文风” [13] ,阐述了新闻宣传工作的性质、地位、作用、任务;阐释了新闻宣传工作与政治、经
济、文化的关系,与治党治国的关系[14] ,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新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独

特的一系列理论。 总之,有人着重研究习近平新闻论述的理论,有人侧重于习近平新闻论述的特点,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习近平针对新闻宣传的论述还在不断深化,对其理论内容的归纳和整理也应该

随之补充和加深。
其三是关于习近平新闻宣传论述创新性的研究。 此方面研究集中了新闻传播学领域一些知名

学者的参与和热议。 研究达成的基本共识是：“打造主流媒体,构建现代传播体制” “把尊重新闻真

实性与坚持职业道德相统一” [15] 成为习近平新闻宣传的创新性所在。 唐绪军则认为,习近平新闻思

想最主要的创新是把“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置换成“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由“宣传”到“舆论” ,体现

出习近平对新闻宣传工作的创新性思考,表现出党对时代变化的准确把握,新闻工作必须适应新形

势;党对现实挑战有着清醒的判断;对舆论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同时也给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

新的、更好的要求。[16]

其四是关于习近平新闻工作论述与意识形态工作一致性的研究。 以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为重

点研究的学者们多数认为,习近平的新闻工作论述特别突出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是其把这两种工作

辩证统一起来的结果。 譬如,严书翰认为,习近平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重点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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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思想、以宣传为手段、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地位为终极目的[17] 。 易文认为,“走基

层,改文风,转文风”和“时,度,效”原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在本质上是辩证统一的,
具有内在的同一性[18] 。 田心铭认为习近平将意识形态工作的地位提升到与经济建设工作一样的高

度上,这不仅是习近平新闻工作思想的成熟,也是党执政能力上的成熟。[19] 不过这些学者的研究还

存在一些不足,他们大多注重研究“习近平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的结论,却并未论及如何达到意

识形态工作与经济建设工作的融合统一发展。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理论研究的拓展空间

若抛开研究数量与规模的角度,仅从研究成果的质量来考量现有的涉及习近平新闻论述的科研

成果的不足,可以整体上概括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良莠不齐,倾向明显。 据此,笔者认为,有关此

方面研究主要应该致力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充实、优化与补充。
(一)急需加大人力物力投入,提高成果产出数量,提升研究成果质量

首先,从国内专著看,自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上任后至今,出版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论述专题摘编》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 《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论述摘编》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等众多有关习近平治国理政方

针、思想及其学习心得体会的著作,唯独鲜见新闻传播思想类的专论出版。 尽管 2017 年 12 月新华

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要论》与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6 月出版的《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
可暂时弥补此方面研究弱势,但美中不足的是,两本书大多属于对习近平新闻观的注解与扩容,学理

性不强,很难被理解为学术研究专著。
其次,从中国期刊网研究论文看,至今直接探讨习近平思想的论文最近 7 年已达 5000 余篇(去

除期刊网上的一些会议简讯性质的文章) ,硕博论文合计约 400 篇。 这些论文选题驳杂宽泛,“习近

平治国理政思想” “习近平改革思想” “习近平绿色发展思想” “习近平网络安全思想” “习近平依法

治国思想” “习近平干部队伍建设思想” “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 “习近平扶贫开发思想” “习近平人

才战略思想” “习近平合作共赢思想” “习近平文化建设思想” “习近平党建思想” “习近平外交思想”
“习近平廉政思想” “习近平海洋思想” “习近平建军思想” “习近平三农思想”等等相关议题研究可

谓此起彼伏,佳绩迭至。
最能生动、具象与真实反映有关习近平思想研究基本趋势与议题张弛变换的莫过于以中国知网

所有期刊、硕博、国内国际会议等论文为“样本”与考察对象所做的相关统计结果与分析研判。 据不

完全统计,至 2018 年 7 月末,公开发表的研究习近平各种思想的论文有 6000 余篇,其中期刊论文就

有 5000 余篇(见图 1) ,内容涉及其精准扶贫思想、从严治党、反腐廉政、文化自信、党建思想、生态文

明与“中国梦”等方面,几乎无所不包,且呈现井喷态势。 以下是引用频次最高的前 10 篇期刊论文,
从论文题目就可窥一斑而知全豹：①《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阐释》 (唐任伍,《人民论坛》 ,2015 年 10
月) ;②《 “六个精准”是精准扶贫的本质要求———习近平精准扶贫系列论述探析》 (汪三贵,刘未,《毛

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6 年 1 月) ;③《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论述》 (周生贤,《求是》 ,2013 年 9 月) ;④《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大力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顾海良,张岂之,靳诺等,《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4 年 7 月) ;
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 (蒯正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5 年 4 月) ;⑥《习

近平民族复兴大战略———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的体会》 (刘明福,王忠远,《决策与信息》 ,2014 年 8
月) ;⑦《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的若干思考———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郑永廷,《思想理论教育》 ,2017 年 1 月) ;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

理论成果———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 ,2015 年 10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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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习近平论扶贫工作———十八大以来重要论述摘编》 ( 《党建》 ,2015 年 12 月) ;⑩《习近平的国家

治理现代化思想论析》 (许耀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4 年 7 月) 。 此类研究都为系统研究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简介参考资料与学理支持。 但另一方面,关于习近平新

闻论述研究的专著罕觅其踪,研究论文质量良莠不齐。 排名最前的研讨习近平新闻论述研究的文章

是《宣传工作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读习近平总书记 8 ·19 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 (陈力丹,
《编辑之友》 ,2013 年 10 月)和《习近平新闻传播思想精义要道》 (尹韵公,《新闻与写作》 ,2014 年 11
月) 。 目前关于习近平新闻论述的研究论文不足 40 篇,且迄今没有一篇博士论文是专题研究习近平

新闻(舆论)论述的文章。 仅从数量上讲,在习近平所有思想研究公开出版的论著中,有关习近平新

闻论述研究所占比例只是徘徊在百分之一上下。

图 1 2012 年 1 月—2018 年 7 月习近平思想研究期刊论文统计图

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 2016 年 5 月编辑、学习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总书记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辅助材料》只有区区 88 页,内容简单。 人民日报评论部编辑、人民出版社

2016 年 12 月出版《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更像一个学习手

册,全书 26 页,内容由《从全局出发把握新闻舆论工作———一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闻舆论工

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 《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摆在首位———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闻舆论

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等几篇报刊评论组成。 2016 年 3 月,任仲文的《担负起新闻舆论工作的

职责和使命》一书,汇集了人民日报刊发的有关习近平新闻(舆论、工作) 论述的重要报道、评论文

章、理论文章等,全书 147 页,是具有一定研究水准的文章汇编。
“自然科学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但社会科学各学科具有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性质,新闻学尤其

明显。” [20] 新闻学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其独有的意识形态意蕴,某些时候超越几乎所有哲学、政治思

想、宗教、道德、艺术等其他哲学人文科学。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首的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一再

强调：新闻“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

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21] 。 并把新闻思想在意识形态中的宣传与形塑功能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

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在 2016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把新闻学放在

同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学科同等重要的地位,且提出了要把以上

学科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 “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新闻学科的重视和期

待,同时也反映出我们新闻学科得到了党和国家的认可与肯定。” [22]

可现实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现状与党、政府与人民对其期待、需求与渴

望之间存在巨大落差。 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相比,该方面的研究,无论从数量、质量与社会需求与愿

景来看,均处于角色不匹配、地位不相称、产出不足量的处境。 此等现状急切需要全社会的哲学社会

科学理论工作者,尤其是需要新闻传播界今后拿出更多时间、精力与理论智慧,加以认真对待,也是

今后学术研究服务社会、急新闻实践之所急的责任担当,更是本研究选题致力于此的根本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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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亟待深入持续地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视角与视野

近些年来,因为没有习近平新闻论述的研究专著可以觅见,我们只能就现有的学术论文进行分

析评价。 总体上看,尽管习近平新闻论述研究论文每年以数百篇的速度呈现,但达到一定学术水准

的论著不多,尤其是对牵一发而动全局性的习近平新闻价值观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1989 年第 7 期《中国记者》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福建宁德地委书记

习近平谈新闻工作》的文章,该文是福建资深记者许一鸣撰写的。 此文堪称目前最早介绍习近平新

闻论述的“著述” ,但通观区区 4000 多字的全文,没有体现出太多研究的成分与味道,只是对 1989 年

5 月中旬时任福建省宁德地区地委书记习近平就“当前新闻工作如何把握好基点等问题谈了许多看

法”的“整理” 。 许一鸣在该文中把习近平就如何把握新闻工作的基点问题,归结为三点：一冷静分

析思考,认清当前形势;二搞好舆论引导,弘扬社会正气;三加强新闻队伍建设。 该文最难能可贵的

是为我们研究早期的习近平新闻论述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
近 300 篇研究习近平新闻论述的期刊文章中,真正称得上具有学术研究论文水准的大概不过数

十篇(按照一般学术论著应该具有原创性、思辨性、规范性、系统性等特点,据作者粗略统计这 300 来

篇文章除去会议介绍性的、口号倡导性的、事件描述性的与读书心得随想性的外,所剩不到三分之一

为真正科研层面的理论文章) 。 主要以《习近平的宣传观和新闻观》 [15] 《习近平新闻宣传舆论观的形

成背景及理论创新》 [23] 《习近平的新闻舆论观———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

会上的讲话》 [24] 《从范畴认知深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对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网络传播和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讲话提出的十对范畴的思考》 [25] 《习近平新闻传播思想的精义要道》 [26] 《为人民

讲话让人民讲话讲人民的话———习近平新闻思想的人民观》 [27] 为代表。 其余绝大多数都是诸如《践

行“四向四做”  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学习习近平总书记“11·7”重要讲话体会》 《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用创新发展推动新闻舆论工作更好履行职责使命》 《不忘初心

 担当使命———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讲话专题座谈会在京举行》等会议报道与

评述,或学习心得体会之类的小品文。
从这些相比较来说研究水平较高的论文看,其研究取向与视角也仅限于对习近平有关新闻、宣

传、舆论等讲话的梳理与归纳,易于落入“就事论事”的“研究范式” ,真正像《习近平新闻传播思想的

精义要道》 《习近平新闻宣传舆论观的形成背景及理论创新》 《习近平的宣传观和新闻观》等论文那

样试图多样化、宽领域、深层次探讨与深究习近平新闻论述的论文仍属少之又少。
甚至至今没有见到一篇直接涉及习近平新闻价值观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只有区区不到几篇少

量涉及这一话题的文章,如陈力丹的《宣传工作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读习近平总书记 8·19 宣

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 [9] 、丁柏铨的《审时度势,与时俱进———论习近平新闻宣传观的发展》 [28] 、刘建

明的《提升党媒理论的中国特色与新闻学原理的国际影响力———兼论习近平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的精

辟论断》 。[29]

综上所述,习近平新闻思想,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选题研究亟待广大新闻传播

学理论工作者投入热情与精力,去不断突破既往研究视野,挖掘新史料,拓展新领域。
(三)不断开掘新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资源,深化研究主题。
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

论成果”写入党章之后,有关“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 方面有深度的研究成果显得薄

弱。 从所发表的论文来看,大部分都停留在对相关讲话、报告的平面性的政策解读水平(这方面例

证,已经在前文既往文献述评中有过较多介绍与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鲜有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 40 年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实践历程,从理念预设、文化背景、制度

实践、价值反思等全方位、多维度对习近平新闻论述进行深度研究。 这样做的结果,显然无法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所蕴藉的更为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做出富有时代高度的诠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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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
譬如,在习近平新闻宣传论述影响的研究方面,大量研究者只把重点投放到了习近平如何利用

外交场合、讲好中国故事上,如何利用“习式风格”语言传递中国声音、宣传中国方案上,研究结论不

外乎一些似曾相识的断言。 习近平独特的话语风格,主要是吸取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也汲取

外国的思想精华,他的语言中蕴含了高超的传播技巧,为我们做好政治传播工作,提供了创新性的方

法和思路;习近平关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论述,不仅能够结束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外交

困境,而且能够帮助我国以和平的心态展现出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的良好形象,同时也能增强我国

的文化软实力。[30] 但对习近平新闻宣传论述中的“政治家办报理念” “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性思想”
“正面宣传为主思想”的历史缘起、理论逻辑与价值理性的追思与叩问却鲜有触及或浅尝辄止。

广西师范学院的谢霄男在 2012 年第 4 期《唐山财经学院学报》上发表 4800 字的《习近平“人民

外交”的和谐哲学思想》一文,成为该年度唯一一篇具有一定说理意味的梳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研究

论文,从此拉开了有关习近平思想研究的序幕。 迄今为止,对习近平新闻论述方面的研究,实现了从

无到有,从少到多,从量到质的重大转变。 习近平新闻论述方面主要体现在其一系列有关治国理政

的态度、想法、观点、建议及其社会实践,尤其是表征在他的“8·19”与“2·19”的两次讲话中,是对

新闻传播事业发展问题的科学总结和宏观阐释,其内涵悠长丰厚,外延多彩纷呈,涵盖新闻传媒,尤
其是网络媒体发展的各个领域,需要从宽领域、全维度、多视角进行研究和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闻传播学术界将目光聚焦到习近平新闻论述的研究上,但相比于毛泽东新

闻思想、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成果而言,尚处于探索的初级阶段。
譬如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时代特征、价值本质、理论体系、实践理性与履践途径的研究

依然寥寥可数,不可多得;对“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

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这 48 字所饱含的习近平新闻论述的精义要

道与精神本体尚有加大研究开拓的空间。
在方法论上,尤其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价值哲学的研究视野关切。 对大量蕴含在

其“治国理政思想”中的新闻思想,只有学会立足中国当代社会的“媒介生态” ,从对科学发展观、发
展模式之合理性根基的实践与价值哲学的考察与辨析着眼,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价值诉

求(生态文明的构建、传统文化的赓续与创新、“中国梦”与“美好生活”的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构筑等)实践与国家的治理之美、社会的和谐之美与个人的发展之美有机联系起来,并对之做出历史

与逻辑相统一,实践与理论相统一,民族性与科学性相统一,传承性与开拓性相统一的系统考察和审

视,才能析毫剖芒与爬梳剔抉出习近平新闻思想的价值逻辑与伦理道义,而此方面的学术研究几近

空白,急需学术大家互勉共进,攻克难关,使其发挥出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科学实

践与健康发展的定盘星作用。
社会与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与发展的预期目的正好相反的一种发展结果或趋势。 在 20 世纪中后

期,社会现实中上演了这种发展悖论,让人们对这种现象有了更深刻而现实的理解。 现代社会发展

形式往往将“工具主义自然观”看作是一种天然根据,把“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看作是一种公理预

设,以“物质主义价值观”为终极目标,把人类的物欲推到了不受任何边界制约的极限水平。 人类文

明的存在和延续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如发展不平衡、贫富差异、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

等。 新闻功能观与价值观,从 20 世纪后深受作为启蒙精神之实质极其深刻体现的理性主义和实证

主义研究的影响。 这些研究把新闻功能与作用淹没在各种经济、生物和文化事实之中,贬低自身的

多元价值,消解关于新闻媒体存在的深层意义规约并导致了严重的“唯经济效用至上”的实践后果。
有鉴于此,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理论的探索,其最大正义与合法性在于：阐述和澄明新闻实

践回归到“人类美好生活”塑造者的价值逻辑,并为其提供科学理论支持与实践理性导引。 同时,这
也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理论研究需不断拓展与深化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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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思想研究要秉持开放、包容、创新等原则

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

进行深入研习、探索与研究,不但具有显在的新闻业传播实践现实指导意义,还具有增强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者深化与充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历史担当襟怀与责任意识的作用,更具有

深远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理论再创新意义。 但从既往研究实景看,今后中国特色新闻学的

研究工作尽管可以循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或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研究路径回溯既往、擘画

未来,但完全“依葫芦画瓢” ,可能存在新闻学学术研究的内卷化倾向,容易陷入“就新闻谈新闻” “就

新闻学论新闻学” “就新闻研究议论新闻研究”的怪圈。 因为通过上文对既往相关研究成果与文献的

良莠臧否我们可以看出,仅仅依靠现有的文献依赖路径与学术致思套路,很难摆脱这个怪圈,更遑论

在今后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研究在视野上有新境界,在方法上有大突破,在领域上有拓展。 因

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应该至少谨遵以下三原则：
(一)开放原则

所谓开放原则,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不能只在“新闻(传播)学内部打

转转” ,要立足本学科,放眼“政经哲” ,大胆吸收与借鉴政治、经济、哲学等各类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

经验与成果,为我所用。 譬如,中国特色新闻思想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历次成果———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的一个有机构件与副产品。 如果在进

行该课题研究时,不抱着开放的心态,把近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哲学

话语体系、政治话语体系、经济话语体系、文化话语体系等的形成与变迁条分缕析弄明白,把它们与

中国特色新闻思想的互动关系事无巨细搞清楚,就容易陷入当前此类研究所呈现的“选题重复,内容

反复”的问题,很难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研究方面有大的资料突破、视野拓展与理

论创新。
(二)包容原则

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保持超越历史时空的生命力,其包容性特征是关键因素

之一。[31] “海乃百川,有容乃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伴随着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逐渐形成而初见端倪的。 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既是在新时代以习近平为

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传承与开拓,
又是他们对一切外来治国理政经验与政治文化取精去粕、勤于思考、使之不断中国化的思想结晶。
所以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观念、思想与理论进行研究拓展之时,要抱有“他山之石可以

攻玉”的包容心态,把西方学者对“北京共识” 、中国道路、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与中国问题,尤其是对

习近平执政理念与实践等所有或臧或否的一切富于真知灼见的观点、论述与著作尽收心底,了然于

胸,方能心有“大格局” ,下笔“字珠玑” ,胸中“百万兵” ,行事“雷风行” 。
当前,有很多有关外籍学者从跨文化视野阐释与解读中国特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论述,

比如,日本刚部达味和毛里和子的《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 ,宇野重昭、小林弘二的《当代中国的历

(1949—1985) 》 ,清水德苟成的《邓小平式社会主义之方法》 、高桥满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及其理论探

索》 ,渡边立夫、小岛朋之等合编的《毛泽东、邓小平与江泽民》等,美国摩尔·戈德曼、马若德的《后

毛泽东时代改革中的矛盾》 ,哈里·沃特的《中国走向 21 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奥斯曼·苏里曼的

《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等,俄罗斯阿斯拉诺夫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三种模式及其未来》 、斯
米尔诺夫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国家意识形态演进的新阶段》等,都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在

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时,可以依借的“他山之石”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国
外学者越来越多地把他们求学致思的目光聚精于习近平独特成长经历与治国理政思想上来,如东亚

所所长郑永年在联合早报网开辟的专栏里,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治国理政予以高度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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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发表诸如《中国反腐败运动揭示什么?》 《反腐败与中国第二次政治革命》 《中国反腐败运动如何

深化》等数十篇相关评论及研究文章,关注国内反腐败斗争,从宏观上对十八大以来中共治国理政实

践进行了反思和评价。 这些国外研究结论、文献与成果当为今后国内学者在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闻学时,可以采用的“洋为中用” “另一只眼看中国”的宝贵文献。
(三)创新原则

创新是研究之源,研究之母,研究之鹄的。 从某种意义上,研究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尤其是直接

涉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目前仍处于“前无来者,后有追兵”的尴尬境地,其拓

荒意义与创新诉求更具现实意义与历史急迫性。 新时代“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党和国

家面向新世纪的战略选择,是关系到国家兴亡、民族兴衰的大事” [33] ,而支撑这一道路的根本动力就

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的不断改革创新。 从有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现有研

究状况看,其创新必要性尤显迫切与必要。
学术研究与现实需要的高度契合,是中国近现代学科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近百年有一半时间

中国都处在“民族解放”阶级斗争的革命岁月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从政治话语中国化开始

的,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既往中国特色新闻学构建与研究都以政治叙事为话语特色。 但当今的

中国在全球所处的位置与处境已与以前具有天冠地屦的区别。 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需要积

极面对新情况,大胆直面新问题,果断抓住新矛盾,科学解决新疑惑,尤其是应该学会从文化创新的

角度阐释与解疑一些重大新闻实践与理论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的研究视角主

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阶级分析视角,即以阶级分析法为主导的致思路径,强调报刊的阶级范畴;
二是本体研究视角,即以新闻传播的相关分支为研究本体,以寻求新闻自身的发展规律;三是现代化

视角,即以大众传播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功能为主脉,分析其现代化本质。 在此学术背景下,又有

学者提出政治文化视角。 可以说,它一方面调动了传受之间的互动机制;另一方面深入新闻事件背

后“人”的内心世界,包括政治理想、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进一步挖掘人和事件背后的客观规律。 以

上四种视角各显特色,但有一个共同缺点,即对社会文化在新闻业发展中所扮演角色与作用关注

不够。
囿于时代原因,我国的新闻史论研究长期以来都停留在平面描述的层面上,缺乏对历史现实、社

会机制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构型,这就决定了立体而多维的中国特色新闻史论的研究迫在眉睫,而社

会文化史的研究基本上能够很好弥补此前这方面研究的不足与缺失。 社会文化史,是介于社会史和

文化史之间的新兴交叉学科。 作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视角,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被学

界提出并逐渐使用的。 1989 年,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主编《新文化史》一书,第一次明确地举起了

“新文化史” ( New Cultural History)的旗号。 具体而言,在新闻传播史论的研究中,社会文化史角度内

涵可有四个方面的体现：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文化生活、社会文化心态、社会文化价值观念。 社会文

化环境是各种社会文化样式滋生、发展的背景,是社会文化各要素相互影响的生存状态;社会文化生

活是指大众文化的生活方式,包括社会的制度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传播形式、娱乐消闲方

式等;社会文化心态是指社会倾向性强烈且具有公众特征的届时文化行为意向及社会心理动态形

式,主要是在群众中自发产生、普遍流行的经验文化意识;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是指历史形成的民族情

感、意志、风俗习惯、道德风尚、审美情趣等所规范的某种意向、时尚和趣味。
社会文化史视角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研究提供以下几方面的具有创新意味的途径：

首先,有助于解读这一思想所产生的社会生活的原生态,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更翔实地解释新闻与

社会文化环境的共处,将社会文化心态、价值观念、社会文化风尚与大众媒体的言论、图片、漫画和照

片等新闻文体结合起来考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原发研究提供新的解释框架;
其次,关注科学技术与媒体样态对新闻与传播理论发展的影响;再次,突出了社会文化心态、价值观

念在媒介和社会互动机制中的桥梁作用,既重视新闻传播内容对人们的文化心态、价值观念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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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也关注它们对文化边缘人群体的集中反射,这种研究视角能深入传者和受者、文化生产者和消

费者的精神领域,并对之加以社会文化史的意义分析,是深刻阐释新闻现象、新闻思想与各种文化现

象之间关系的有效途径;最后,社会文化视角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有机结合,既有对社会结构及其运

动变化客观面貌的描绘,又有对人们社会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之间文化联系的分析,因此,它既能剖

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当下与未来社会环境中的整体演变规律,又能抓住新闻现象

转折的细节原因,增强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的动态感和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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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 Quo of the Research on the Socialist Journalistic
Theor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Way to

Expand it in the New Era

Zhu Qingh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With the coming of the upsurge in the study of Xi Jinping’ s new era socialist though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fter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academic commu-
nity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as also begun to heat up their thoughts on the theory of journ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Previous similar studies have mainly followed the Marxism-sinici-
zation’ journalism of Mao Zedong,Deng Xiaoping,Jiang Zemin,and Xi Jinping. But comparing with the re-
search orientation and the purport of journalistic theor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 new era, the
bygone study results on the whole still have had some problems such as outmoded methods,introverted vision
and low degree of innovation,etc. Therefore,to discuss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new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
tics in the new era,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 openness tolerance and innovation” ,continuously
expand the research depth,range,visual angle and eyesight,and further explore new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oretical resources.

Key Words：journ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ast studies;prospects of Chinese journalism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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