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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所高校传播学研究机构走过四十年
10 月 19 日，教育部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信息

与传播研究中心（下文简称：信

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迎来成立

四十周年。

四十年来，信息与传播研

究中心不忘初心、笃志奋进、服

务国家，在国内最早提出创建

中国媒介学，为新时代卓越新

传人才培养主动探路，是中国

新闻传播学科唯一的研究机构

签约高校高端智库联盟。

引领带动
成为传播学研究的“国家队”

“把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成

为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的 国 家

队”，是教育部对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的指示。

成为传播学研究的“国家

队”意味着什么？

对中心团队来说，是提出

创新理论范式，引领带动中国

传播学学科的发展，是“不仅

仅为复旦传播学做贡献，更是

为国家传播学做贡献”。研究

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浙江大

学 文 科 资 深 教 授 黄 旦 说 。 他

曾任研究中心主任长达 14 年

之久，见证了研究中心成长、

壮大。

2005 年，由信息与传播研

究中心与新闻学院共同组织的

复旦“中外新闻传播理论研究

与方法”暑期学校正式开班，这

是我国第一批文科暑期学校之

一，也是全国新闻传播学界第

一个暑期学校。20 年来，近两

千名学员毕业，多名成员成为

中 国 新 闻 传 播 学 的 学 科 带 头

人、校级、院级行政负责人、学

术骨干，被称为新闻传播里的

“黄埔军校”。

当年还是新闻学院博士二

年级学生的白红义参加了第六

期暑期学校。“当时，国内很少

有这样可以和国内外顶尖传播

学者对话的机会，很多人从全

国各地赶来，甚至还有已经工

作的人。”

在那次暑期学校上，赵月

枝教授提到一篇关于记者的研

究，与他的研究兴趣有关。“当

时，这篇博士学位论文尚未出

版，赵老师帮我联系到这位北

大的作者，获得论文全文。”如

今，白红义已经是新闻学院新

闻学系系主任，也是研究中心

的一员。从记者转型成学者，

他再次走向学术田野的深处。

围 绕 打 造“ 国 家 队 ”这 一

目标，中心制定了一系列科研

规划，重点聚焦新技术环境下

的传播效果、当代传媒研究等

领域。

引领带动中国传播媒介实

践发展，2007 年，研究中心举

办首届“传播与中国 ·复旦论

坛”论坛，以期刺激学者们围

绕特定主题，“互为切磋，共享

所得”。

“过去多年，论坛都以‘城

市传播’为核心概念，一开始投

稿的人并不多。中心也曾有老

师表示过担心，但做学术不能

苟且。学术研究不要跟热点，

而应该让我们做出来的研究成

为热点”，黄旦说。迄今，论坛

已连续举办十八年，以高水准

的学术研究和前沿性的议题，

在海内外传播学界获得很高的

学术声誉。

有组织科研
创建“城市传播”新学科点

从“仰望世界”到“平视世

界”，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走了

十年之久。

其中的关键，黄旦和信息

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学

院教授孙玮都归功于“有组织

科研”，即做学术研究的“明眼

人”，不重复他人研究，确立领

域，凝聚方向，开辟出一个新的

领域或学科增长点。

城市传播并非城市形象公

关等字面意思，而是试图以“城

市”作为贯穿人类文明演变的

基点，在人类“存有”方式的层

面，重建传播与人之关系的传

播学创新范式研究。

通过对新媒体环境下城市

变迁现象的关注，“十二五”到

“十三五”期间，研究中心将科

研规划凝聚在“城市传播”之

上，提出一系列富有前瞻性的

理论观点。

以跨学科为特色，信息与

传播研究中心举办“2013 城市

传播学术对话会”，邀请来自新

闻传播、历史、艺术、经济、建筑

等领域的 24 位专家学者参与，

并出版国内第一本跨学科的城

市传播研究论文集。

围绕“可沟通城市”概念，

中心组织师生们开展大量实证

研究，提出在将上海打造成为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大都市

的过程中，应当高度重视城市

的“可沟通性”，即通过增强城

市内部及与外界的信息交流和

互动，提升城市的整体活力和

吸引力。

该理念得到地方政府的高

度认可，并被采纳为城市发展

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相关研

究成果已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发

展研究中心新创办的《国际大

都市发展研究》期刊创刊号上

发布，为上海的城市规划和建

设提供新的思路。

此外，信息与传播研究中

心还积极参与实际的城市建设

项目。作为上海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指导下的“上海城市空

间艺术季”的首批共建单位之

一，中心与多个机构共同建立

了“联创实验室”。通过整合规

划、设计、艺术和传播等多领域

的知识和技术，探索综合性解

决方案，从而激发更广泛的社

会参与，推动城市空间的优化

与创新。

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开设

“城市传播”从本科到硕士、博

士、中英文双学位的系列课程；

列 入 新 闻 学 院 博 士 招 生 方 向

……“ 可 以 说 ，我 们 用 十 年 时

间，将城市传播建设成为新的

学科点”，孙玮说。

本土关怀
提出中国特色媒介学

“理论意识、经验取向、全

球视野、本土关怀”，这十六个

字，是中心一以贯之的学术主

旨。自成立以来，中心致力于

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

究体系。

数字技术时代，打破了大

众传播时代报纸、电视的主宰

地位，智能终端、无人驾驶、互

联网金融都成为媒介，渗透在

社会领域方方面面，仿佛水电

煤气等基础设施一般，无孔不

入，成为颠覆性力量。

在中国，智媒的发展有其

代表性特色。黄旦曾记得，在

一次出访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

期间，他曾做了关于中国特色

媒介学的报告。“他们认为这个

研究突破了西方研究的传统路

数，走出中国自己的路子。如

果我们的研究完成，他们愿意

翻译成英文。”他直言，“我们要

抓住这个经验性的机遇，在未

来十年做出一片天地，产生有

全球影响的研究。”

“‘本土化’并不只是话术

上的改变，而是学理上的一种

需要，要用新的方法、新的理论

和本土现实相结合。”曾在国外

从事量化研究多年的信息与传

播研究中心副主任、新闻学院

教授潘霁说。

2019 年，信息与传播研究

中心与伦敦国王学院数字人文

系、巴黎政治大学拉图尔媒介

实验室联合主办了“数字传播

研究方法”全球学术工作坊。

在会上，潘霁向各国专家首次

介绍了“算法情境”的概念。基

于中国丰富的数字媒介实践，

这一概念在会上受到专家们的

广泛认可，并成为当年国际工

作坊的主题。

“本土的理论建构需要在

全 球 性 对 话 中 才 能 有 新 的 推

进。”潘霁说，理论创新要兼具

本土性和全球性，既要关照本

地经验，又要让别人在学理上

明白，并且能够形成对话。

基 于 对 中 国 媒 介 形 态 的

深 刻 洞 察 ，中 心 积 极 探 讨 如

何 将 西 方 经 典 理 论 与 中 国 实

际 情 况 相 结 合 ，形 成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本 土 化 学 术 话 语 体

系 ，产 出 一 批 有 重 大 影 响 的

代 表 性 成 果 。 在 积 极 探 索 学

术 创 新 、鼓 励 学 科 融 合 开 放

的 同 时 ，团 队 也 不 断 开 展 课

程 创 新 与 教 学 改 革 。 目 前 ，

成 员 们 共 同 开 设《媒 介 技 术

导 论》《媒 介 融 合》《城 市 传

播》《无人机新闻》《新媒介概

论》等近十门创新课程，覆盖

本 硕 博 各 个 层 次 。 中 心 多 名

教 师 联 合 开 设 的《智 能 媒 介

概论》课程，入选复旦大学首

批 AI 大课。

“无论是提出‘城市传播’

还是中国特色媒介学，我们都

非常学术化、理论化。但是，得

到学界、政府、新媒体和主流媒

体的认可。我认为，这种学术

的共鸣对中心来说是最大的成

功”，孙玮说。

2022 年，信息与传播研究

中心在最新一轮全国教育部人

文 社 科 重 点 研 究 基 地 的 测 评

中，再度获评优秀，为新闻传播

学领域唯一连续两次获评优秀

的基地。

四十年弹指一瞬，落在纸上

变成 35 页、近两万字的《大事

记》。以《大事记》的方式，信息

与传播研究中心按照 40 年来的

学术思想、学术事件，将原始材

料串联起研究中心发展的脉络。

“后续我们将据此形成口

述历史，这不仅是中心 40 年发

展历程的记录、复旦大学传播

学 40 年发展历程，也是我国新

闻传播学科发展的历程。”

“ 要 做 好 学 问 ，不 下 功 夫

是 不 行 的 。”谈 及 未 来 ，孙 玮

表示，中心将持续完善并确立

媒介学研究范式，突出中国传

播 学 研 究 特 色 ，跟 踪 数 智 大

潮，全面转向“数字沟通”，服

务 国 家 重 大 战 略 ，继 续 带 动

引 领 中 国 传 播 学 研 究 前 沿 ，

为 全 球 传 播 学 发 展 贡 献 更 多

中国智慧。

本报记者 赵天润
实习记者 丁超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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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光催化水裂解电极

近日，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季
力教授团队受邀在国际著名期刊
Chemical Society Re⁃
views发表题为《金属-绝缘体-半
导体光电极在光解水中的应用》的
领域综述论文，总结并梳理了微电
子器件领域经典的金属-绝缘体-
半导体（MIS）结构在光解水制氢方
向的交叉应用探索。

该综述介绍了MIS结构的组
成和界面特性，并拓展了材料选择
范围及其制备方法，详细分析了
MIS光电极的载流子传输机制和界
面设计原则；同时，论文指出了PEC
水分解领域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最
终展望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该综
述以学科交叉融合的思想为指导，
通过深入理解MIS结构的机理和
优化策略，有望实现更高的能量转
换效率和更稳定的性能，为MIS光
电极制氢的研究提供了全面的综
述和科学指导，对推动半导体光解
水制氢技术的工业化应用具有指
导意义。 来源：微电子学院

揭示手性连续谱中束缚态

日前，物理学系光子晶体课题
组研究发现了在磁光光子晶体中，
由外加磁场带来的时间反演对称性
破坏所产生的一类新型具有自旋-
轨道锁定特性的手性连续谱中束缚
态（BIC）。研究发现，对于具有六度
旋转对称性的光子晶体平板，其中
的简并BIC会在外加磁场时发生劈
裂，形成一对具有相反手性（赝自旋）
的BIC，且携带相反的轨道角动量。

研究团队提出了一种全新思
路——通过在磁光光子晶体平板
上施加磁场以打破时间反演对称
性，来调控光子晶体中的BIC。与
传统的BIC不同，这些磁场诱导的
手性BIC具有新的物理起源和特
性，这一发现不仅加深了我们对
BIC的理解，还为实际应用开辟了
新的可能性。 来源：物理学系

系统评估锂的污染特征

锂具有优异的电化学性能，在锂
电池生产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在人为因素的作用下，锂成为
了环境介质中的新污染物。日前，环
境科学与工程系王祥荣教授城市生
态学研究团队利用多物种、多参数和
多技术方法，以玉米、小麦、豌豆和蕹
菜作为模式物种，模拟并构建土壤-
植物系统，对锂的污染特征和生态毒
理学效应进行了系统的评估，研究有
助于更全面地理解锂在土壤-植物系
统中的环境行为，数据和结果将有利
于理解、发现和应对全球可持续发展
下锂带来的新挑战。

研究结果揭示，锂以无定形状
态持续存在于土壤表面，能够改变
表面功能基团和化学键，同时锂具
有较高的迁移性，弱酸提取态锂占
外源锂的 29.66%~97.02%，但
少量的外源锂倾向于形成残渣态
组分。 来源：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