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至 2021 年 10 所高校

被《新华文摘》“读书传媒”栏目转载情况

1、10 所高校选取：

2021 年我们完成了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学科竞争力分析报告（2021 年度），其中

选取了国内 10 所高校作为对标机构，这 10 所高校分别是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暨南大学、

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国人民 大学，因

此在本文我们依然选取这 10 所高校。

2、《新华文摘》栏目选取：

《新华文摘》创刊于 1979 年，是大型理论性、综合性、资料性文摘类权威期刊，它为广

大读者提供了大量哲学社会科学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和文艺佳作，以其思想性、学术性、权

威性和可读性享誉海内外，是我国最具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类杂志之一。“读书与传媒”栏

目是《新华文摘》（纸质版）下属栏目之一，读书与传媒栏目关注“读书”与“传媒”两大领域。

“读书”主要通过选载阅读、书评、前言/序、后记/跋、著/译/编者手记等方面的文章，激发阅

读兴趣，分享阅读方法、经验与体会，推动全民阅读实践，传播正能量， 为营造书香社会作贡献；

“传媒”主要通过选载新闻学、传播学、广播影视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图书情报档案学等

领域的文章，积极反映传媒领域最新研究成果与动态，推动传媒理论研究与实践开展，以飨传媒

行业管理者、传媒理论研究者、传媒实践工作者以及传媒爱好者。

3、《新华文摘》“读书传媒”栏目“传媒”领域转载情况

3.1 10 所高校被转载总体情况

通过筛选，我们直接选取 10 所学校发表的有关“传媒”领域的转载文章进行分析。

2017 至2021 年，10 所高校在传媒领域一共被《新华文摘》转载文章为 114 篇，但各高校

被转载文章的数量不等，数量最多的是中国人民大学， “传媒”领域文章有 30 篇；最少的是上海

交通大学 3 篇；我校共有 20 篇，均为“传媒”领域的文章。



3.2 转载文章发表年度分布

我校和清华大学是连续 5 年都有转载的高校；中国人民大学是连续 4 年有转载，但是每

年的转载量都排在首位，仅仅 2018 年就有 9 篇文章被转载。

我们从 114篇文章中，剔除发表在报纸以及不能获取刊物上的文章，最后我们获取 102

篇期刊论文，通过工具对 102篇期刊论文的作者、关键词以及来源刊进行了分析。

3.3 转载文章作者分析



102篇被转载文章中，其中有 50篇文章是由独立作者完成，44篇由 2位作者合作完成，

5篇文章由 3位作者合作完成，3篇文章由 4篇作者合作完成。

50 篇独立作者文章由来自 6 所学校的 35 名老师完成，其中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 12

名老师，复旦大学的 4名老师，暨南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各 3名老师以

及我校的 7名老师。

在这 35名作者中，转载文章≥2的作者共 9人，包括中国人民大学 4人，我校 2人，复

旦大学 2人和暨南大学 1人。



作者 转载文章数量 单位

童兵 2 复旦大学

米博华 2 复旦大学

罗昕 2 暨南大学

匡文波 2 中国人民大学

周蔚华 2 中国人民大学

陈力丹 3 中国人民大学

廖祥忠 3 中国传媒大学

段鹏 3 中国传媒大学

彭兰 5 中国人民大学

3.4 转载文章的关键词分析

102篇文章一共涉及到 377个关键词，其中词频≥2的关键词共有 50个，其中媒体融合

出现次数最多 9次，其次是人工智能 6次，国际传播 5次，社交媒体、智能化、智能媒体、

互联网和大数据均出现 4次。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媒体融合 9
县级融媒

体中心
3 5G 2 传媒业态 2

人工智能 6 主流媒体 3 国际话语权 2 舆论引导 2

国际传播 5 传媒生态 3 记忆外在化 2 人才培养 2

社交媒体 4 信息疫情 2 价值理性 2 党代表 2

智能化 4 智库建设 2
全媒体传播

体系
2

中国传媒

产业
2

智能媒体 4 自主创新 2 新闻聚合 2 工具理性 2

互联网 4 新闻舆论 2 新闻学 2 新闻生产 2

大数据 4 中国进路 2 重构 2 十九大 2

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
3 新媒体 2

新型主流媒

体
2 出版智库 2

媒介融合 3 交互记忆 2
传媒产业发

展
2 记忆 2

新闻传播 3 创新 2 算法 2 算法伦理 2

智能传播 3
搜索引擎

批判
2 发展趋势 2 搜索引擎 2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闻

学

2 信息传播 2

3.5 原发期刊分析

102篇转载文章发表在 49种期刊上，其中发表在我校《现代传播》上的文章有 9篇，



《编辑之友》《新闻界》分别有 7篇，发表期刊超过 2篇的期刊有 22种。这 22种期刊中的

18种期刊是同时入选 CSSCI来源期刊和北大核心期刊，有 3种期刊入选北大核心期刊。

期刊 转载文章
CSSCI 来源期刊

（2021-2022）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

览（北大 2020 版）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12 是 是

编辑之友 7 是 是

新闻界 7 是 是

新闻战线 4

现代出版 4 是 是

新闻爱好者 3 是

新闻与写作 3 是 是

新闻大学 3 是 是

中国编辑 3 是 是

当代传播 3 是 是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3 是 是

社会科学战线 3 是 是

中国社会科学 2 是 是

新闻记者 2 是 是

编辑学刊 2 是

出版发行研究 2 是 是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 是 是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 是 是

情报杂志 2 是 是

中国出版 2 是 是

传媒 2 是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 是 是

3.6 各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集中点

通过被转载文章的关键词词频，我们可以看出有些学校的研究主题相对比较集中，比如我

校、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而有些学校的研究主题比较分散；另外，不同学校被转载文章

的研究热点不同，我们学校被转载文章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国际传播、媒体融合等， 中国人民大学

被转载文章的主题主要是媒体融合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复旦大学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清华大学主要是研究传媒生态，传媒产业、智能传播等主题。



2017至 2021年 10所高校被《新华文摘》“读书传媒”栏目“传媒”领域转载的文章

数量不一，中国人民大学以 30篇居首，我校以 20篇次之，清华大学以 19篇位列第三。

独立作者一共有 35人，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 12名老师，复旦大学的 4名老师，暨南

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各 3名老师以及我校的 7名老师。

转载文章≥2 的作者共有 9 人，中国人民大学 4 人，我校 3 人，复旦大学 2 人和暨南大

学 1人。原发期刊中，我校的《现代传播》和《现代出版》均榜上有名，前者以 9篇文章位

于榜首，后者以 4篇文章并列第三。

转载文章关键词主要集中在媒体融合、人工智能、国际传播、社交媒体、智能化、智能 媒

体、互联网和大数据等，其中媒体融合出现次数最多 9次，人工智能 6次，国际传播 5

次，社交媒体、智能化、智能媒体、互联网和大数据均出现 4次。

作者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部

联系方式：010-65783175

Lib_xkfw@cu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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