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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般而论，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信息传播现象的一门人文社会科学。
可以从不同的研究角度来对传播学进行学科分类。
依据传播的方式，可分为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大众传播学等；依据传播的内容，可分为政治传
播学、军事传播学、经济传播学、科技传播学、文化（艺术）传播学等；依据传播的类型，可分为文
化内传播学和跨文化传播学；依据传播的范围，可分为地域（本土）传播学、国内传播学、国际传播
学和全球传播学等。
这些都是传播学的研究分支即学科支系，它们共同构成了传播学的学科体系。
　　在如此庞大的传播学学科体系中，全球传播学处于何种位置？
它同传播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有什么样的关系？
　　全球传播学是整个传播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传播学系统中新近生成、显露出来的一
个有机组成部分，因而，普泛的传播学同它构成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与此同时，全球传播学并不完全独立于传播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如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大众
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学、国际传播学、政治传播学、文化传播学等等，它不是同其他分支学科并立于
传播学体系内；相反，全球传播学几乎介入到所有其他的分支学科界域内，而所有其他的分支学科也
无一例外地要涉及全球传播学，两者相互渗透、相互启发。
因而，全球传播学与传播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并列关系，也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而是交叉关系。
　　全球传播学与传播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之间的交叉关系意味着，全球传播学不归属于传播学中的任
何一个支系，它既不归于人际传播学，也不归于大众传播学；既不属于跨文化传播学，也不属于国际
传播学；既不限于政治、经济传播学，也不限于文化传播学。
事实上，全球传播既有人际传播的成分，也有大众传播、组织传播的成分；既有跨文化传播的因素，
又有国际即跨国传播的因素；既含政治传播的元素，也含文化传播、经济传播等的元素。
因此，在全球传播学与传播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之间必然存在着概念互动和范式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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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传播学是近年来在西方逐渐兴起的一门拓展型学科，是国际传播学延伸和深化的产物。
它从对外传播发达的西方国家发端，日渐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受到了全球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
同。
    本书是国内第一本较为系统而深入地从学理上阐释全球传播的著作。
它在借鉴、吸收国外全球传播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初步构建起全球传播学的理论基础、分析框架和解
释范式，从发展历程、基本特征、控制方式和效果效应等多个维度基本上勘界和廓清了全球传播研究
的版图；同时也为新的全球传播语境下中国对外传播的战略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其学科建设上的努力和贡献显示了全球传播学的政治实践品性和现实导向作用。
    本书既可作为国内高等院校国际传播学、国际关系学和国际营销学等相关专业方向的教材，也可供
相关领域科研人员、政府公务人员、跨国公司职员、各种非政府组织成员以及普通公众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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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般而论，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信息传播现象的一门人文社会科学。
可以从不同的研究角度来对传播学进行学科分类。
依据传播的方式，可分为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大众传播学等；依据传播的内容，可分为政治传
播学、军事传播学、经济传播学、科技传播学、文化（艺术）传播学等；依据传播的类型，可分为文
化内传播学和跨文化传播学；依据传播的范围，可分为地域（本土）传播学、国内传播学、国际传播
学和全球传播学等。
这些都是传播学的研究分支即学科支系，它们共同构成了传播学的学科体系。
在如此庞大的传播学学科体系中，全球传播学处于何种位置？
它同传播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有什么样的关系？
全球传播学是整个传播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传播学系统中新近生成、显露出来的一个有
机组成部分，因而，普泛的传播学同它构成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与此同时，全球传播学并不完全独立于传播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如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大众传播
学、跨文化传播学、国际传播学、政治传播学、文化传播学等等，它不是同其他分支学科并立于传播
学体系内；相反，全球传播学几乎介入到所有其他的分支学科界域内，而所有其他的分支学科也无一
例外地要涉及全球传播学，两者相互渗透、相互启发。
因而，全球传播学与传播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并列关系，也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而是交叉关系。
全球传播学与传播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之间的交叉关系意味着，全球传播学不归属于传播学中的任何一
个支系，它既不归于人际传播学，也不归于大众传播学；既不属于跨文化传播学，也不属于国际传播
学；既不限于政治、经济传播学，也不限于文化传播学。
事实上，全球传播既有人际传播的成分，也有大众传播、组织传播的成分；既有跨文化传播的因素，
又有国际即跨国传播的因素；既含政治传播的元素，也含文化传播、经济传播等的元素。
因此，在全球传播学与传播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之间必然存在着概念互动和范式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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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我看来，就理想态而言，基于客观性、普遍性（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的“教条性”）上的考虑，一
部著作最好以“裸书”形式面世，而不要负赘“序言”和“后记”之类的价值评判性或情感诱导性言
辞。
一切交给读者而让作者“死亡”，这该是著作“到场”及“在场”的最高境界。
然而，出于写作习惯和道义感驱使，我还是要写下与本书的正文内容无关却又关乎整个写作行为的几
行文字——“致谢词”。
首先，我十分感激我所在的学术团队、以陈卫星先生为领导的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为我
提供了无上纯粹的学习和研究环境。
其次，我要深深感谢我的硕士生们，他们在课堂上的倾心投入和热情参与让我尽享教学相长的乐趣。
再次，我衷心感谢新华出版社新闻编辑室，其超拔的出版旨趣和谨严的编辑态度助力了我的学术成就
。
我还要借此机会向复旦大学的黄旦先生、童兵先生，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展江先生和深圳大学的吴予敏
先生表达我由衷的谢意，感谢他们在我的学术成长道路上所给予的思想上的指导和精神上的鼓励。
最后，我深情感谢我的妻子晓巍，她为我营造了一个温馨的“陋室”，鞭策我安贫乐道，泰然任之；
感谢我的女儿惟嘉，她“宽容”我舍弃了作为父亲对她的养育天职，而把时间慷慨在这略显苍白的“
学理”上——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她们还随时为我备好字典、文具、靠垫、坐垫和温热的白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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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球传播学引论》编辑推荐：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关系，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国际传播、全
球传播都是为了建立一种较为合意的人类关系。
全球传播的本质是全球关系。
研究全球传播，就是要在信息全球范围内自由而均衡的传播中建立理想的人际关系、群际关系和国际
关系，并最终实现全球关系的公正化、合理化，在最大范围内和最大程度上实现和保障全人类的自由
和幸福。
这应该是一般意义上的全球传播研究的宗旨。
〈br〉——摘自《全球传播学引论》引言《迎接全球传播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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