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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從 1977 年 宣 韋 伯 教 授（Prof. Wilbur 
Schramm 亦譯為「施拉姆教授」）到香港中文
大學任教算起，香港的傳播研究已走過四十餘
載。在這段期間，大陸與台灣學者對華文傳播
現象的研究也有了長足 進步。然而，中華傳播
研究與學科發展究竟取得了哪些值得傳承的學
術成果？在傳播理論與研究方法上，究竟有哪
些令人矚目的突破與創新？哪些是未來最需要
改進的問題？

2020 年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成立
五十五 週年。我們將於 2020 年 1 月 18日（星
期六）與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共同舉辦「中
華傳播研究的傳承與創新」學術研討會。會議
的目的是要總結不同地區、不同領域傳播學的
發展脈絡，並探討如何提高傳播理論概念水平、
如何加強傳播研究方法。

會議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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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邀請羅文輝、陳韜文、祝建華、趙月枝、張
國良等華文傳播學界的領軍人物做主題演講，
同時亦面向華語傳播學者公開徵稿，討論華文
傳播學中特定研究領域的發展、現狀和未來。
會議旨在結合知識社會學及相關學科來分析、
反思過去的研究成果，以處理特定的焦點問題，
如數據與理論的關係、概念及方法的應用與改
進、學術本土化與全球化之張力等。

到底是否有所謂「中華特色的傳播研究」？抑
或中華傳播研究僅 是全 球學術的有機組成部
分？我們需要 從 全 球 的角度 來看中華 傳 播 研
究。本次會議鼓勵學術爭鳴，歡迎學者提出立
場鮮明的論述、觀點與學術洞見。本次會議分
為四節，我們將選取會議論文編輯成書或期刊
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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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傳播研究的

傳承與創新

國際學術會議

日期    二零二零年一月十八日（星期六）

地點    香港中文大學大學行政樓祖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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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傳播研究的

傳承與創新

國際學術會議

李立峯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院長及教授

黃煜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 
院長及教授

邱林川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教授

陳韜文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榮休教授

羅文輝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 
客座教授

演講時間

黃懿慧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教授

朱影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 
教授

每位主題講者演講時間為 25分鐘

每位論文講者演講時間為 20分鐘

每一節討論及問答時間為 15分鐘

會 議 召 集 人

會 議 委 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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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0 
AM 第一節

主持﹕邱林川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08:45  
AM 茶點時間

09:00  
AM 歡迎辭

趙志裕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及教授 
李立峯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及教授 
黃 煜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院長及教授

09:15 
AM 合照

◎ 討論與問答

◎ 主題演講一

講者﹕祝建華 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及數據科學學院計算社會科學 
講座教授

◎ 主題演講二

講者﹕趙月枝 加拿大西門菲沙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 主題演講三

講者﹕張國良 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教授

「越是抽象的就越是世界的」： 
再談中文傳播研究本土化與國際化

「中華傳播研究」？ 
歷史與現實語境中的兩岸三地傳播學術政治

中國傳播學：不惑之惑—— 
寫在傳播學引入中國 40 年之際

會議程序 - 上午日程



9

11:00 
AM 茶點時間

11:15 
AM 第二節

主持﹕魏然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 主題演講四

從理論創新及比較視角看華人社會傳播研究
講者﹕陳韜文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榮休教授

◎ 主題演講五

12:20 
PM 午膳（崇基書院教職員聯誼會餐廳 )

◎ 討論與問答

講者﹕羅文輝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客座教授

華文傳播學刊與中華傳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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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0 
PM 第三節

主持﹕蘇鑰機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施拉姆與中國傳播研究： 
文化冷戰與現代化共識
講者﹕劉海龍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 討論與問答

邊城的優勢： 
傳播學在香港的發展和特徵
講者﹕李立峯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03:20 
PM 茶點時間

會議程序 - 下午日程

「馴化」媒介社會學﹕ 
以理論旅行與文化中間人為分析視角
講者﹕李紅濤 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 
黃順銘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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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5 
PM 第四節

主持﹕羅文輝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客座教授

◎ 討論與問答

中國互聯網治理研究的學術邏輯與範式流變—— 
基於 CNKI 數據庫的文獻考察
講者﹕徐敬宏 北京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合著作者﹕徐敬宏、侯偉鵬

傳媒與鄉村﹕發展傳播理論與「中國式」發展之間的張
力——基於中國西南四個少數民族鄉村案例的討論
講者﹕郭建斌 雲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 
合著作者﹕郭建斌、姚靜

再思華人社會組織傳播學的在地發展與實踐
講者﹕秦琍琍  台灣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教授

規訓與突破﹕超越互聯網研究的「跨學科」迷思—— 
以中國大陸爲中心
講者﹕曹小傑  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

06:15 
PM 晚膳（東來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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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知識界一直流行「越是民 族的 就 越是世界的」一說。 
文化藝術創造也許如此。科學研究應該有所不同，也許是以

「越是抽象的就越是世界的」爲主流。作爲社會科學研究之
一的傳播學，大概也如此。我以自己的一個故事來說明其中
道理。

我十八年前曾以「中文傳播研究之理論化與本土化」爲題，

建議以「理論化」來推進中文傳播學研究（祝建華，2001），
其中以我博士論文的理論框架及實證檢驗爲例，說明爲何
及如何「理論化」。當時未曾預料，一年後我又做了一次理
論化的實驗，即借鑒西方創新擴散理論和使用滿足理論、面
向中國互聯網擴散使用現象，從中抽象出一組理論概念及

相應假設（Zhu & He, 2002），事後又取了一個中文名「權
衡需求理論」（祝建華，2004）。

爲了配合本次會議，我查詢 Web of Science 數據庫中 Zhu 
& He（2002）的引用情况，意外地發現該論文按被引率排
在當年發表的數千篇同類論文中名列前茅，引用者中不僅有
華人也有洋人、有中國研究也有外國研究。這個故事似乎說
明了理論化的核心是抽象化（即脫離或剝離具象或場景），
而越是抽象的就越能進入世界學術的主流。

「 越 是 抽 象 的 就 越 是 世 界 的 」：  
再 談 中 文 傳 播 研 究 本 土 化 與 國 際 化

祝建華

摘要

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及數據科學學院計算社會科學
講座教授

論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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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中華傳播研究」也許表達了某種相對於「西方傳播研
究」的「華人學術共同體」想像，面對兩岸三地複雜交錯的
政治經濟發展路徑和身份認同政治，談「中華傳播研究」就
像談「西方傳播研究」一樣，有遮蔽兩岸三地傳播學術發展
過程和學術交流歷史與現實的多重性、不同學術主體的不
同政治和意識形態取向、以及「文化中國」內部圍繞不同的
「普遍」和「特殊」想像而展開的學術政治實踐等問題。

「 中 華 傳 播 研 究 」？歷 史 與 現 實 語 境 中 的  
兩 岸 三 地 傳 播 學 術 政 治

趙月枝

摘要

加拿大西門菲沙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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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在中國大陸經過 40 年的發展，在學科建設、人才培
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等方面都有出色表現，成長爲一門
具有明確的方向感和一定的成熟度的顯學，呈現出學科地
位穩固、社會聲譽良好、發展前景可觀等優勢，同時，還需
要解决如何進一步與世界對話、與實踐溝通、與其他學科交
流等問題，可謂「不惑」與「困惑」並存，希望與艱難同在。

中 國 傳 播 學：不 惑 之 惑 ——  
寫 在 傳 播 學 引 入 中 國 4 0 年 之 際

張國良

摘要

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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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社會傳播研究的產量三十多年來有長足的發展，但是
新理論概念，尤其是具有跨文化影響力的理論概念，仍嫌貧
乏。要提高華人社會傳播研究對世界傳播學的貢獻與及促
進東西之間更平等的對話，我認為有需要提高研究者的創
新意識和比較意識。華人社會脈絡所蘊藏的理論創新潛力
可以媲美西方或其他社會，有其前沿性及獨特性，不可妄自
菲薄。比較可以是正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但有意識的。透
過先後或橫向對比，社會模式的轉變及其存在的條件會變
得更明晰，而理論概念的創新也變得更可能。

從 理 論 創 新 及 比 較 視 角 看 華 人 社 會 傳 播
研 究

陳韜文

摘要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榮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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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期刊是學者發表學術研究、進行學術對話的最重要園
地，也是評估一個地區學術水準的重要指標之一。學術期刊
的內容與品質，可以反映當地學者的研究興趣、領域與學術
水準，因此評估學術期刊一直是學術界重視的研究課題。在
目前競爭激烈的學術環境中，學術期刊的評鑑工作尤其重
要。學術期刊評鑑不僅對學者至關重要，對學術機構也有相
當的實用價值。對學者而言，期刊論文影響個人的聲譽、聘
任、升遷與薪資，因此在高水準的期刊發表論文，成為當代
學者在教學外最重要的學術任務。對學術機構而言，期刊的
品質與聲譽和學術機構的聲譽息息相關，機構內的學者在
高水準的期刊發表論文，不僅能提高機構的學術聲望，更可
以幫助招聘傑出的學者、招收優秀的學生。這場專題演講的
主要目的，在分析學術期刊的評估方法，探討大陸、香港、
台灣三地的中文新聞傳播學術期刊的水準及影響力，並提
出對三地新聞傳播學術期刊未來發展的建議。

華 文 傳 播 學 刊 與 中 華 傳 播 研 究
羅文輝

摘要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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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施拉姆與中國傳播學的關係，學界一直以來討論得

多，深入研究得少。施拉姆 1982 年中國之行有三個有趣

的細節，一是他最初訪華是為了電化教學而不是推廣傳播

學，二是他反常地提出要與中國國家領導人接觸，三是中

國學者既質疑他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不友好，又急於得到他

的認可。這三個細節說明施拉姆與中國傳播研究的關係還

有一些未解之謎。相應地，幾十年來施拉姆的形象也經歷

了較大變遷，從奠基人、啟蒙者，變成了冷戰專家、傳播

學學科化的始作俑者，甚至被一些人清除出傳播學歷史，

這都說明了他身份及貢獻充滿爭議。如何評價施拉姆，如

何評估施拉姆對中國傳播學的貢獻，仍然值得討論。我們

應該將施拉姆的行為及中國傳播學的引進放到全球冷戰及

美國戰後推崇現代化的知識潮流的大背影下具體分析，看

到冷戰背影下中國與美國在「現代化」觀念上達成的共識

對中國傳播學產生的影響。以施拉姆為鏡，才能夠深刻地

理解今天在現代化共識消失後中國傳播學所面臨的各種學

科化的、政治的問題與爭議，才能基於中國的國情重新思

考傳播學科的歷史及未來。

施 拉 姆 與 中 國 傳 播 研 究： 
文 化 冷 戰 與 現 代 化 共 識

劉海龍

摘要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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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馴 化 」媒 介 社 會 學：以 理 論 旅 行 與 文 化 中 間
人 為 分 析 視 角

李紅濤

黃順銘

本文運用理論旅行視角和文化中間人概念，從研究者的想
像和學術實踐入手，考察中國學界如何譯介、挪用、移植媒
介社會學，探究媒介社會學跨越時空的「旅行」。對問卷調
查和深度訪談數據和歷史文獻等資料的分析發現，中國學
界對歐美媒介社會學的想像呈「經典化」趨勢，這在很大程
度上是經由翻譯完成的「再經典化」的後果。與此相應，媒
介社會學的本土實踐則帶有強烈的「當代性」。經由經典想
像、再經典化和當代實踐，媒介社會學被「馴化」爲建設性
的「話語資源」，爲新聞學和新聞業尋求突破的空間和潛力。

摘要

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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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科學意義下的傳播學研究在香港有約 40 年的歷
史。本文嘗試從知識社會學的視角出發，討論香港社會的
基本特徵和位置——身處急速的政治及社會變遷之中，同
時作爲地少人多的國際都會，以及中國社會和國際學術界的
「邊城」——如何形塑香港的傳播學研究和學術生態。本文
指出，如何讓宏觀和微觀分析互相扣連，是傳播學研究在香
港的主要挑戰，但也是香港研究最有可能爲傳播學作出貢
獻的地方。

邊 城 的 優 勢：傳 播 學 在 香 港 的 發 展 和 特 徵
李立峯

摘要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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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互 聯 網 治 理 研 究 的 學 術 邏 輯 與 範 式 流
變 —— 基 於 C NK I 數 據 庫 的 文 獻 考 察

徐敬宏

侯偉鵬 

自中國接入國際互聯網以來，學術界對互聯網治理的研究
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本文嘗試從中國互聯網治理研究的文

獻入手，運用 Citespace文獻分析軟件，結合內容分析法，
對 CNKI 數據庫中的相關學術論文進行分析，繼而探討數
十年以來中國大陸學者在該領域的研究突破與創新。研究
發現：第一，整個互聯網治理研究可大致分爲四個階段，分

別是：1997 年 -2009 年的萌 芽階段；2010 年至 2013 年的
發展階段；2014 年 -2016 年的成熟階段；2017 年至今的穩
定發展階段。中國的互聯網研究經歷了從最初對國外經驗
的推介到逐步融入對全球互聯網治理的思考，再到對全球
互聯網治理的中國主張和中國方案的生成的跨越。第二，由
於國家層面對「網絡主權」原則的倡導、支持和鼓勵，學界
對基於「網絡主權」原則的互聯網治理方式和路徑的探討
成果較多。同時，隨著互聯網的開放性不斷增强，學界開始
强調基於「協同治理」思維的多元主體共同治理模式。第三，

2015 年以後學界的視野逐漸轉向國際層面的互聯網治理，
中美兩大國之間針對網絡空間治理所産生的競爭衝突，主
導了學界對衝突本身和治理策略的探討。第四，中文學術界
網絡空間治理相關的研究多爲思辨性研究，實證研究的數
量相對較少，但實證研究於近些年來正在受到網絡空間治
理研究者的青睞。

摘要

北京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北京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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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傳播學在華人社會的發展經歷發酵、分歧、以及建制各
種過程，在地化發展的內涵，除涉及學術主體性的覺察，更
要能在本土社會與組織脉絡中實踐出來。本研究對臺、港、
陸兩岸三地之組織傳播學的發展與實踐作一回顧與檢視，
以勾勒組織傳播學在華人社會的發展軌迹、反思華人社會
組織傳播學的在地發展與實踐、並析論未來教學與研究發
展的想像藍圖，以爲華人學者發展非西方的組織傳播學奠
基。研究發現兩岸華人社會的組織傳播學發展過程雖面臨
不同挑戰，但兩岸學者都認爲應重視學術研究的主體性、本
土經驗與在地實踐，而臺灣因島內多元文化與族群意識高
漲，在組織文化或是族群文化的內涵與認同上有所深耕；大
陸近年研究則多著墨在新媒體語境下，進行組織傳播和大
眾傳播相關議題的探究。在進一步探究華人社會組織傳播
學的基礎和特色時，本文亦對兩個基本問題：誰的在地？與
為何在地？進行析論，並從本體論、知識論和實踐的面向建
構出組織素養、學養和修養的思維框架，一方面拆解組織
生活以及相關學說核心的能動─結構兩難困境；另方面提
出新的視角來看待組織傳播學術領域的存有，並對華人社
會組織傳播學的發展、教育與實踐提出對策。

再 思 華 人 社 會 組 織 傳 播 學 的 在 地 發 展  
與 實 踐

秦琍琍

摘要

台灣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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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媒 與 鄉 村：發 展 傳 播 理 論 與「 中 國 式 」發
展 之 間 的 張 力 —— 基 於 中 國 西 南 四 個 少 數
民 族 鄉 村 案 例 的 討 論

郭建斌

姚靜

發展傳播學的經典研究認為大眾傳媒與社會發展之間存在
顯著的正相關關係，本文基於對中國西南四個少數民族鄉
村案例的討論，發現：在歷時性的變遷中，石林、大姚、獨龍
江的個案均表明媒介對於當地發展作用有限，兩者的正相
關關係也未得到驗證。而由於獨龍江的發展是一種政府主
導的、自上而下的、當地人處於「被發展」的發展，因此，傳
媒之於當地僅僅是充當傳遞當地發展「好消息」的角色。雖
然目前手機、微信等媒介也成爲獨龍江當地人一種重要的
生活方式，但尚無充足證據表明其對當地發展有促進作用。
本文提供的來自貴州的案例讓人看到，媒介技術的進步，讓
具有媒介近用主體性的村幹部，看似臨場發揮的脫貧之路
最終獲得了成功。精英的主體意識與文化自覺，媒體間的循
環與互動，促進了技術賦權的品牌化，産生了滾雪球效應，
新媒介在此種條件下又成爲推動當地發展的重要力量。本
文所呈現的案例，充分表明了在中國社會中，傳媒與鄉村發
展之間的複雜關係。本文並非是對既往理論合法性的否認，
而是企圖爲探討中國社會發展與傳媒之間的關係提供一個
新的可能。

摘要

雲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

雲南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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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技術從一開始就吸引著不同學科的關注，互聯網領
域也長期被視作「跨學科」知識生産的活躍領域。互聯網研
究是「跨學科」的嗎？本文基於實證數據，發現中國大陸互
聯網研究存在多學科參與有餘、「跨學科」合作不足的知識
生産困境，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學科規訓所導致。未來的互
聯網「跨學科」研究，應倡導積極的「跨學科」和真正的問
題意識，策略性地先求「跨近似學科」，通過在議題、方法、
概念、理論等層面對學科藩籬的突破，最終撑大知識創新的
空間和可能性。

規 訓 與 突 破：超 越 互 聯 網 研 究 的「 跨 學 科 」
迷 思 —— 以 中 國 大 陸 爲 中 心

曹小傑

摘要

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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