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大众传媒》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大众传媒》

13位ISBN编号：9787810956291

10位ISBN编号：7810956299

出版时间：2005-4

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作者：李玮

页数：23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大众传媒》

内容概要

《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大众传媒》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转型时期俄罗斯媒体演进、变迁的完整画卷，极具
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对于我们这个北方邻邦，对于为我国新闻业发展提供了基础框架与模式的俄（
苏）新闻业的转轨过程，我们学者十分关注并进行了跟踪研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研究一
直比较薄弱，系统性的研究成果也较为少见。而转型期的十几年，正是俄罗斯社会及其媒体发生质的
变化的十几年，分析其转型的原因有、过程、阶段性特征，探讨社会变迁和媒体转型的互动关系，不
但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显而易见的现实参照意义。而李玮《转型期的俄罗斯大众传媒》一书为我
们展现的正是这一时期俄罗斯媒体发展的完整的画卷。该书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改革”政
策时期写起，对媒体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全面的检视，对联盟解体后俄罗斯媒体的转
型过程及其后果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并就俄罗斯媒体发展对我国的启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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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大众传媒》

作者简介

李玮，北京大学俄语系副教授，1989年获武汉大学俄罗斯语言学硕士学位，1999年获北京大学俄罗斯
语言学博士学位。1999-2000年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访学，2001年开始在职攻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博士学位。曾出版专著《从超句体到片段》、合著《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现代俄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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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大众传媒》

书籍目录

序言前言第一章 大众传播与苏联-俄罗斯社会变革 第一节 苏联时期的传媒 第二节 “公开性”与传媒
开禁 第三节 大众传媒与苏联解体 第四节 大众传媒与俄罗斯总统大选 第五节 大众传媒与普京政府的稳
定第二章 俄罗斯传媒变革的法律基础 第一节 关于1990年《苏联出版与其它大众传媒法》 第二节 关
于1991年《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 第三节 其它有关传媒的法律法规 第四节 各联邦主体传媒法综述
第三章 大众传媒转型之路 第一节 1985-1990年“过渡时期” 第二节 1991-1992年“黄金时期” 第三节
1993-1996年“卖身求荣时期” 第四节 1996-1999年“寡头时期” 第五节 2000年之后“秩序时期”第四
章 大众传媒转型的实质 第一节 所属关系——从单主体向多主体转变 第二节 经济结构——从事业拨款
向市场化转变 第三节 传媒管理——从垂直的行政管理到平行的经济协作和独立经营 第四节 传媒功能
——从单一角色向多重角色转变 第五节 传媒形式——从“万人一刊”到“百家争鸣” 第六节 传媒理
论——从“以国家为中心”到“以受众为中心”第五章 大众传媒转型的结果 第一节 普京的传媒新理
论 第二节 21世纪的传媒新模式 第三节 双重角色与双重“上帝” 第四节 正在兴起的传媒工业 第五节 
俄罗斯传媒的市场化进程第六章 转型市场中的外国传媒 第一节 外国资本的进入 第二节 俄罗斯不败的
在的因 第三节 明显的影响和模糊的前景第七章 转型前后的新闻查禁第八章 中俄传媒市场化的对比和
启示结论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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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大众传媒》

精彩短评

1、别有用心的传媒人和对别有用心的传媒人别有用心的人都可以读一下。
2、算是同类研究中最好的一本。但是作者一直是学俄语的，有关社会科学的训练可能不够，所以写
出来还是多了些文学学者的激情，少了些社会科学学者的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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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大众传媒》

章节试读

1、《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大众传媒》的笔记-第41页

        ⋯⋯以及宣布为紧急状况的场所的采访权利（这一条后来在2003年的莫斯科人质事件中受到质疑
，由于电视台的新闻暴露了情况，给解救工作造成障碍。政府有人提出限制记者在紧急状况的采访权
，但普京总统予以否决）

2、《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大众传媒》的笔记-第22页

        ⋯⋯依赖一个不适当的工具去推动国家的民主⋯⋯戈尔巴乔夫过于夸大新闻自由的重要性和绝对
性，把新闻自由视为民主政治的圭臬，而忽视了大众传媒的政治性。⋯⋯殊不知在没有社会秩序和立
法的保障下，放弃对大众传媒的控制，无异于把它拱手交给对方。

3、《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大众传媒》的笔记-第41页

        《俄罗斯传媒法》第三章第二十八条规定，专门生产广告或色情性质产品的新闻媒体，应按俄罗
斯联邦政府规定的程序，征收印数税。

4、《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大众传媒》的笔记-第8页

        没有传媒就没有“公开性”，没有“公开性”也就没有苏联划时代的社会改革。由此可见，大众
传媒从一开始就涉足到苏联政治改革的核心，扮演了举足轻重的、旧体制的“掘墓者”角色。应当承
认，1985年以前的苏联传媒是一张巨大的、编制有序的、纲举目张的网，它虽然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
传媒作为信息传递工具和途径所需要的自由，但是，它却又其它西方国家传媒所不具备的特殊优势—
—即有利于短时间、大面积的同一种信息覆盖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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