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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　波教授 ,博士生导师 , 1964年生 ,湖北天门人 ,哲学博士 ,现任武汉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台港澳新闻研究中心主任 ,河北

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兼职教授等 。1998年被列入“湖北省跨世纪学术骨干” ,武汉

大学第五届十大杰出青年获得者。2002年 10月至 11月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访问教授。自 1985年留校任教以来 ,共发表论文 60余篇 ,出版专著 4

部 ,其中 ,他所撰写的《经济新闻传播的文化学研究》(2001)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三等奖 , 《重建新闻客观性原理》(2002)获中国教育部第三届人文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单波教授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形成了鲜明的学术风格:史论结合 ,中外对

比 ,关注现实 ,追求创新。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比较新闻学 ,注意围绕如何建立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

的问题 ,探讨中西新闻传播业与新闻传播观念演变的轨迹 ,并从文化比较学与多维视野的观照中探寻中

国新闻传播业发展的方向及价值取向。1994 年 ,与人合著《中西新闻比较论》(武汉出版社)一书 ,被认

为是中国大陆最早的比较新闻学著作之一 。他在《国外社会科学》、《新闻与传播研究》 、《武汉大学学

报》 、《现代传播》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中西新闻传播思想比较研究的论文 ,建构了观念层面的比较分析模

式。从 1999年开始 ,他主持武汉大学台港澳新闻研究中心的工作 ,进一步扩大比较新闻学的研究范围 ,

发表了大陆与台港澳新闻传播比较研究的系列成果。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他又把视野扩展到

新经济 、新技术背景下的跨文化新闻传播研究 ,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2001年 ,他出版了《20世纪中国新

闻学和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全面总结了中国新闻传播业和新闻传播观念的发展 ,

并对其作了新的历史划分和新的逻辑分析 ,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同年 ,出版《心通九境 ———唐君毅

哲学的精神空间》(人民出版社),创造性地建构了唐君毅哲学的批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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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义彬教授 ,博士生导师 ,1955年生 ,湖北随州人 。毕业于武汉大学 ,先

后获哲学硕士学位和文学博士学位。1987年至 1989年 、1995年至 1996年在美

国西东大学传播学系 、依阿华大学新闻学系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学习和访

问研究 ,1998年 10月至 1999年 1月应邀赴法国“波尔多三大”讲学 。2003年 10

月在法国巴黎 、波尔多等地访问研究 ,多次应邀出席在美国 、法国及香港 、台湾等

地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现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中国新闻学

教育学会传播学分会常务理事 。

石义彬教授是我国较早涉足传播学理论研究和比较新闻研究的学者之一。

他在西方传播学理论的批判与引进 、中西方新闻比较研究 、传播学学科建设以及

构建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框架等方面 ,潜心钻研 ,大胆探索 ,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 ,

1997年 10月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997年 9月获湖北省人民政府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他撰写翻译出版了学术著作 6部 ,其代表作有《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 、《媒介效果》 、《科

学发现观的演进》等;此外 ,在《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国外社会科学》 、《新闻传播与研究》 、《武汉大学

学报》 、法国《组织传播与管理》等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50多篇 。其中 ,多篇文章被《中国新

闻年鉴》等全文转载 。《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表述活动的历史与逻辑》还获得 2003年湖北省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