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播学（050302）

一、专业概况及培养目标

（一）专业概况

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是我国第一批开设传播学研

究生的高校之一。1999 年，北京广播学院招收了第一届传播学硕士

研究生。如今，传播学专业拥有了 6个方向，是全国享有盛誉的传播

学人才培养基地。中国传媒大学的传播学专业是北京市重点学科、国

家重点（培育）学科，拥有“传播学”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国家和

北京市名师、“传播学概论”国家级精品课程等，现正在建设国家级

的慕课金课。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帮助学生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较高的外

语水平、较强的文字能力和国际交流能力，能够独立从事专业研究或

文化、宣传等相关工作，成为高层次、高素质的专门人才。本专业注

重国际化高端人才的培养，使学生无论是从事学术研究还是媒体实践，

都兼具国际视野和本土关怀、理论深度与知识广度、博学多才与学有

专精、守正思想与创新思维，有潜力成为学术、实践、管理等领域的

领袖型人才。

二、研究方向和内容

（一）传播理论与历史方向

传播理论与历史方向侧重传播学的基础理论与历史研究。一方面

把握人类传播变迁的宏观趋势，对媒体融合、智能媒体、新型传播、



未来影像、全球传播等展开深入探索，另一方面以理论思考介入传播

研究的前沿课题，对传播媒体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科

技等方面的关系进行全面研究。

（二）国际传播方向

国际传播方向是传播学与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学

等不同学科相互融合的交叉研究领域，主要研究议题包括国际传播的

历史与主要理论范式、近代国际传播秩序的起源和当下发展态势、中

外国际传播思想、跨文化传播的理论传统和实践路径、当代中国地缘

政治格局中的传播议题、公共外交与软实力建设、区域外交与周边国

际传播、国家形象与对外宣传政策、网络主权与全球信息传播秩序重

构等。

（三）媒介素养方向

媒介素养方向的研究内容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侧重媒介素

养基础理论与历史研究，尤其重视媒介素养内涵和外延历史，及其变

迁原因；二是通过观察人与人之间的媒介互动过程，研究信息共享活

动中的媒介使用问题、媒介素养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和作用；三是

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媒介素养与价值观引导的内在勾连；四是研究如

何通过媒介素养教育来实现赋权和赋能；五是研发针对不同人群的媒

介素养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

（四）应用传播学方向

应用传播学方向研究应用传播学的理论架构、发展历史、当前应

用及其实践价值。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媒体融合进程的推进，以及智



能化传播的发展，对于传播者的形象塑造、传播媒介的使用、传播模

式的应用、受传者的心理规律、信息的性质、媒介的传播与发展规律、

传播效果的判断以及传播活动的经营与管理等应用传播学的核心问

题开展系统研究。应用传播方向涉及范围包括健康传播、科技传播、

危机传播、形象传播（包括国家、地区、政府机构、企业形象）等研

究领域。

（五）性别传播方向

性别传播方向的研究内容是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社会性别理

论、传播学理论进行有机勾连，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性别传播研究理

论范式；针对国内外传播学领域存在的不同研究主题，结合中国国情，

从性别传播研究的角度展开跨学科的深入研究；熟悉性别方向的国内

外经典著作与前沿学术文章；能够有理论高度和现实指向度地为媒体

增强性别议题设置等需求提供有效建议；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社会

责任感。

（六）智能传播方向

智能传播方向是人工智能与新闻传播跨界融合形成的新兴学科

方向。该方向旨在以大数据与计算技术为基础，探讨能够数据化处理

传播环境的智能媒介在内容生产、管理、推送和交互环节的理论与实

践问题。目前智能传播的应用领域包括智能传播、智能媒介测量、智

能传播受众分析、智能传播管理、机器写作等领域。该方向是一个交

叉学科专业，聚焦学界和业界关注的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智能媒介和智



能传播的发展趋向，对多源媒介数据的整合、受众行为及其相互关系

进行精细化分析，从而实现媒介、内容和用户之间闭环研究的目标。

三、师资队伍

本专业教师大多从事传播学基础理论、国际传播、全球传播、媒

介素养、智能媒体、数字伦理、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传播社

会学与媒体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其中近 30位教授，近 20位副教授。

本专业教师承担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和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

重大项目和一般项目、省部级课题等纵向课题近百项。

四、人才培养

（一）主干课程

传播学理论、传播史、传播研究方法、学术论文写作指导、传播

伦理研究、话语研究、智能媒体传播、国际传播、性别传播、媒介素

养、国际传播受众研究、传播全球化研究、文化外交、国际传播效果

研究、国际政治传播研究、世界政治与中国外交、传媒教育理论与历

史、媒介与青少年研究、媒介与文化专题研究、媒介素养教育产品设

计与开发、健康传播、危机传播、文化研究、智能传播效果测量、智

媒大数据研究、智能媒介竞争策略及内容管理、智能媒介视频、新闻

产品策划与推广等。

（二）科研平台

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基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挂牌基地、中

国传媒大学综合学科交叉平台、中国传媒大学与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



双学位项目、传播研究院与主流媒体合作搭建的实习实践平台、传播

研究院融媒体实验室、等等。

（三）获奖及优秀期刊论文、发明专利等

鼓励就读本专业的学生就读期间在导师指导下完成高质量论文，

经导师团队评定后推荐在国内外知名学术刊物发表；鼓励和支持学生

积极参与校内外、国内外各项实践和学术评奖活动。

（四）学术交流

本专业师资团队与国内外知名高校建立了紧密的合作网络，为学

生提供了丰富的国际学术交流机会。同时鼓励学生参与校内各学院或

学校主办的国际交换生和双学位项目。通过学校的中外合作办学平台，

获得短期出国学习机会、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五、毕业生就业去向

除出国深造者外，本专业毕业生主要分布在高等院校；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和人民日报、中国日报、新华社等中央级媒体；北京电视台、

天津电视台、浙江电视台、江苏电视台、澎湃等省级媒体；国家网信

办和国家广电总局等国家部委；中石油、中国工商银行等大型企业；

央视-索福瑞等调研咨询机构；还有去新浪、网易、腾讯等互联网企

业；也有部分毕业生从事电影、演出、策展等工作。

编辑出版学（0503Z4）

一、 专业概况及培养目标



（一） 专业概况

编辑出版学是中国传媒大学在新闻传播学下自主增列的二级学

科，2004 年建立，同年开始招收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本专业致力于

新闻出版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目标明确，学科方向清晰。

作为全国同类院校中少有的几个编辑出版学博士点之一，依托传媒大

学新闻传播学“双一流”学科优势，“产、学、研”互为支撑、特色

鲜明。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数字化全球化时代具有编辑出版专业系统知识和高

水平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应用理论型专门人才。掌握数字传播时代较

系统扎实的编辑出版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掌握编辑出版活动的实践

特征和出版业发展态势，具有良好的人文、传播素养，得到相应的实

践训练，适应传统出版、数字出版、媒介融合等媒介发展需要，能延

伸和拓宽自己的知识和进行创造性工作，能综合运用本专业的基础理

论和专门知识，在出版传播领域独立从事编辑出版理论、出版经营管

理、媒介融合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及实践工作。

二、 研究方向和内容

（一）编辑出版理论方向

编辑出版理论方向研究以知识生产为核心的编辑出版社会关系

及运行机制，包括工业文明之前、之中、之后的编辑出版实践及认识

方法，数字时代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出版转型等。

（二）出版经营与管理方向



出版经营与管理方向研究以出版社为代表的媒介组织的生存、发

展方式及其社会关系。出版品牌经营，印制、发行、营销等流程管理

等是研究重心。

三、师资队伍

本专业学科队伍年龄结构合理，学缘结构优化，师资来源多元化，

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本专业共有近 10位导师，都从事编辑出版理

论、出版经营管理、出版产业政策等方面研究。此外，吸纳了首都出

版单位的国内顶级出版专家担任硕士生第二导师也是其突出优势。同

时，中青年学者占比合理且具有发展潜力。

四、人才培养

（一）主干课程

编辑出版理论、编辑出版流程、出版经营与管理、出版政策与法

规研究、阅读专题研究等。

（二）科研平台

本专业参与编辑的《现代出版》期刊是硕士生最便利的科研、实

习平台。

（三）获奖及优秀期刊论文、发明专利等

本专业硕士生曾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首届全国图书编

辑出版能力大赛（学生组）”获一等奖。

五、毕业生就业去向

编辑出版学硕士毕业后，除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外，主要在北京的

出版社、数字出版单位或与出版紧密相关的互联网企业就业。



出版（055300）

一、 专业概况及培养目标

（一）专业概况

编辑出版学是中国传媒大学在新闻传播学下自主增列的二级学

科，2004 年建立，同年开始招收博士和硕士研究生。2011 年开始招

收出版专业硕士。本专业致力于新闻出版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学科

建设目标明确，学科方向清晰。作为全国同类院校中少有的几个编辑

出版学博士点之一，依托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双一流”学科优势，

“产、学、研”互为支撑、特色鲜明。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数字化全球化时代具有出版专业系统知识和高水平

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掌握数字传播时代较系统

扎实的编辑出版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掌握编辑出版活动的实践特征

和出版业发展态势，具有良好的人文、传播素养，强化出版专业领域

的实践训练，适应传统出版、数字出版、媒介融合等媒介发展需要，

动手能力强，能综合运用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在出版传播

领域独立且创造性地从事编辑出版理论、出版经营管理、媒介融合等

方面的实践工作。

二、 研究方向和内容

（一）出版经营管理方向



出版经营管理方向研究数字时代出版社等媒介组织的生存、发展

方式、策略及其实施，重点在出版品牌经营、印制、发行、营销等流

程管理等方面的理念研习与技能强化。

（二）现代出版业务方向

现代出版业务方向研究数字时代出版社等媒介组织的内容生产

的理念、原则、流程及实施效果，包括选题、审稿、加工、传播形态

及设计、出版效果及评测等。

三、师资队伍

本专业学科队伍年龄结构合理，学缘结构优化，师资来源多元化，

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本专业共有近 10位导师，所有导师都有出版

业界从业经历，都从事编辑出版理论、出版经营管理、出版产业政策

等方面研究。此外，吸纳了首都出版单位的国内顶级出版专家担任硕

士生第二导师也是其突出优势。同时，中青年学者占比合理且具有发

展潜力。

四、人才培养

（一）主干课程

编辑出版理论、编辑出版流程、出版经营与管理、出版政策与法

规研究、出版活动分析等。

（二）科研平台

本专业参与编辑的《现代出版》期刊是硕士生最便利的科研、实

习平台。

（三）获奖及优秀期刊论文、发明专利等



本专业硕士生曾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首届全国图书编

辑出版能力大赛（学生组）”获一等奖。

五、毕业生就业去向

出版专业硕士毕业后主要在北京的出版社、数字出版单位或与出

版紧密相关的互联网企业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