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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传播专题研究

主 　 持 　 人 　 语

荆学民

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然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而政治传播乃成为时代大变局的重要变量。 逢

此重要的历史机遇,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举办了以“新时代、新基础、新形态:大变革背景下

的中国政治传播”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 。 论坛论文选题新锐,精彩纷呈,
我们精心选择组织了本组论文。 举目审视,本组论文聚焦于新时期的政治传播多向度、立体型展开。

荆学民的《重新省思政治传播的价值旨归》一文,从人类政治文明的高度着意于对中国政治传播

实践和研究的理论警示和价值引领,刻意重新省思新时代的政治传播的价值旨归,指出在国际政治

不确定性日趋增加、国内政治形势日益复杂的时代大变局中,政治传播时时刻刻都可能成为一把锋

利的“双刃剑” ,它既可以为时代的进步作出独特的贡献,也可能背离自己的价值本性,阻碍人类文明

和人类社会的进步。 因此,时刻警示和唤醒政治传播其“维护公共秩序、捍卫公共利益、实现人类‘公

共性’ ”以及“追索事物真相、揭示客观真理”的价值旨归,应成为政治传播研究者高度的理论自觉和

社会责任。
陆小华的《政治传播策略的研究基点》一文,则把政治传播策略提升到“战略”的高度,提出面对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传播所面临课题、所涉及内容、所影响利益、所参与博弈的特殊性,决定了研

究政治传播策略必须的思维框架不能局限于一时一隅,而必须基于战略思维。 要从战略层面思考政

治传播策略的研究基点:以战略思维经营当下谋划未来,基于谋“势”研究政治传播策略和方法,以百

年眼光理解现实。
庞金友的《面对大变局时代的政治传播:革新、议题与趋势》是一篇构思宏大的理论文章。 文章

以经济发展、政治变迁、文明冲突、信息革命为广阔的时代背景,重新勾画这个时代政治传播的问题

场域、核心议题等。 主张唯有主动适应、积极筹划,方能在乱局中谋求解局之道。
民主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政治境界,因而也是政治的永恒主题。 据此,政治传播中的民主与媒体

的关系是随着政治发展和传播技术革命历久弥新的学术话题。 佟德志的《媒体对民主的双刃剑效应

与复合解决方案》一文,从“正向推进机制”与“负向侵蚀效应”正反两面深入分析了新时代媒体对民

主的作用,正面直击正在发生的全球范围的政治传播实践,对于中国眼下的政治传播活动具有“镜

子”的反观反思价值。
以我之见,当下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困难和瓶颈之一是研究方法单一,因而在宏大的政治体制

运行中,无法获取传播中的精细节点与即时效果。 卢春龙的《反思政治传播研究方法:以理论为导向

的实证研究》正是直奔这个困难而来。 文章聚焦于政治传播研究,深入论证了四种新的研究方式,可
谓丰富政治传播研究方法的“及时雨” 。

毫无疑问,当下中国的政治传播,要具体地落脚到“讲好中国故事” 这个“大政治” 上来。 那么,
如何从政治传播的角度和深度讲好中国故事? 白文刚的《文明传播视野中的“中国模式”与“中国故

事” 》给出了有力的答案。 文章从新世界史观出发,阐述了更好地讲清楚“现代中国” 的历史方位和

价值追求。
本组文章选题丰富,视野广阔,论证密实,值得读者用心一读。 限于刊物篇幅,特分两期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