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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报定位与功能新论》

前言

　　王卫明博士要我为他的新书《党报定位与功能新论》写序，我欣然应允。不仅因为卫明曾经是我
的学生，我想这更是我梳理自己党报认识的一次机会。但是，在我即将完成这篇序的时候，我又有些
犹豫，于是我给卫明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这篇序在理论上和他的这本书的观点有出入，或者怀疑和
否认这本书的一些观点，这样的序是否合适。王卫明博士告诉我，他非常愿意读到不同观点的甚至是
批判意义上的序言，这可以带给本书读者不同角度的思考。　　王卫明博士的这本书非常翔实系统地
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的党报思想，结合各种理论的思考，使这本书显得智慧而丰实。这给了阅读者以丰
富的思考资料，甚至可能是逆向思考的灵感。　　在这本书里，首先让我获得的是对党报的基本特征
有一个明晰的认识。大量丰富的论证都证明着一种党报的超越历史的基本属性，那就是党报是一个政
党进行社会宣传的单向传播的媒体。　　单向传播是党报的重要属傲在关于党报的经典论述中，不论
是“喉舌论”、“工具论”，还是“祸福论”和“耳目论”，实际上都是党报这种单向传播特征的体
现。今天，我们的认识是：“喉舌论”不应该是所有新闻事业的本质属性，但它一定是党报的本质属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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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报定位与功能新论》

内容概要

《党报定位与功能新论》作者立足于在党报一线的实地调查和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运用文献研究法、
实地调查法、内容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站在党报之外考察党报，站在新闻学之外的视
角考察党报理论，站在政治学等多学科的视角考察党报的定位和功能，目的是探寻“如何设计、实现
党报在新时期的定位和功能”的答案。除导论、结束语和附录外，《党报定位与功能新论》主要有四
章内容。导论对“新时期”、“党报”、“定位”、“功能”等概念作了界定，介绍了《党报定位与
功能新论》的研究目的、研究动机、研究方法、分析架构、相关理论，并对相关文献进行了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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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卫明，1976年10月生，江西万载人。2007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
为南昌大学新闻系副教授，主攻政治传播研究，笔名有风中荞麦、嘉荞等，已在《人民日报》《南方
周末》《中国青年报》等新闻媒体发表评论200余篇，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14篇发表
于国家核心期刊，2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主编或参编学术书籍5部，主持或参
与研究多项省级以上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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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回到罗莎卢森堡的党报理想内容摘要ABSTRACT导论  第一节　概念界定及选题的意义    一、概念
界定    二、选题的意义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动机  第三节　文献述评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
人对党报定位及功能的论述    二、研究文献述评    三、对前人论述的评析　第四节　相关理论、研究
方法与分析架构    一、相关理论    二、研究方法    三、分析架构第一章　党报定位及功能的一般规律  
第一节　新闻媒体定位及功能的一般规律——传播学的视角    一、定位与功能的类型    二、影响党报
定位及功能的因素    三、党报的定位及功能因时而变——历时性分析    四、政党报纸定位与功能安排
的要领    五、党报定位与功能安排的误区  第二节　政党与党报关系的基本规律——系统论的视角    一
、当代国外政党党报概况——共时性分析    二、党报只是政党众多喉舌中的一种    三、党报在中共组
织结构中的地位    四、政党和党报的关系对党报定位及功能的要求第二章　党报定位及功能的实现  第
一节　党报定位及功能“实然与应然的距离”    一、党报定位及功能的“突然状态”与“应然状态”  
 二、“应然状态”与“突然状态”的差距与转化　第二节　党报定位及功能的冲突、分工与配合    一
、冲突    二、分工    三、配合　第三节　实现过程的反馈与评估——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视角   
一、调查的方式    二、调查过程的科学与客观    三、评估的标准与参照系　第四节　党报定位及功能
实现的误区——管理学的视角    一、影响党报定位及功能实现的正因素与负因素    二、偏离与失衡    
三、遗漏与缺席    四、“短板”与“脱节”第三章　三大转变与新时期党报的定位及功能第四章  当前
党报定位及功能的调整结束语主要参考文献附录一  国外部分政党及其党报名录附录二  国内部分党报
的“内容定位”附录三  作者相关论文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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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党报定位及功能的一般规律　　根据中共领导人的论述，党报的性质（即根本定位）是
党的宣传工具，是党的喉舌；党报的地位是党的宣传阵地，是党的舆论机关；党报的本质功能是“喉
舌功能”。党报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根本定位和本质功能，是遵循了一定规律的。　　就党报整体而言
，党报的性质、地位是既定的，对党报的根本定位不需要重新设计，但党报的内容定位、读者定位、
品牌定位等具体定位，要按照党和人民的需要，依与时俱进的精神，加以改进、完善。　　就党报整
体而言，党报的本质功能也是既定的，但其具体功能（本质功能的表现形式）有变化、有发展。所以
，在保持党报既定的根本定位和本质功能的前提下，可以对党报的具体定位和具体功能进行重新设想
。　　就单家党报而言，由于种种原因，其实际表现出来的定位和实际发挥的功能，可能与政党和党
委为其设定的定位和功能有一定距离。这时，对这家党报的定位和功能，也有必要依据一定的规律进
行调整，使其尽量接近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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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不错，值得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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