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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图书资源 

《新闻学概论（第 2 版）》 

 

责任者：《新闻学概论》编写组 

出版发行项：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简介：本书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之一。本书坚持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全面阐述了新闻学的基本概

念和基本理论。全书除“绪论”外，共分 12 章内容：新闻本源、新闻真实、新闻

价值、新闻事业、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和基本方针、新闻宣传、新闻舆论导

向、新闻舆论监督、新闻出版自由、新闻法治、新闻事业管理、新闻队伍建设

等。这部教材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丰富实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体现出鲜明的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对帮助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着极其

重要的意义。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新闻学专业教材，也可供新闻从业人员学习

使用。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G210/46=2 嘉庚中文书库四楼嘉庚新书 24 架 

G210/888 漳州—嘉庚馆藏（漳州校区）二楼 058 架 

G210/888 翔安—翔安分馆（三楼 C 区 1-4 架） 

G210/888 总馆—总馆基本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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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概论》 

 

责任者：李良荣著 

出版发行项：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简介：这是本书被教育部列为“十一五”*规划教材后，作者第三次作重大修订后

的第六版。 

《新闻学概论》着重总结、阐述人类新闻活动主要是新闻事业的基本规律

及新闻学中的基本概念和知识，为进一步掌握新闻业务、探索新闻理论、研究

新闻史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系统基础知识。 

作者近三十年来先后写过五部“新闻学概论”方面的专著和教材，本书是他*

研究成果的结晶，书中总结概括了当前不断发展着的新闻实践。本次修订作者

站在时代高度，将中国新闻事业工作原则中的真实性原则、党性原则、舆论引

导与监督原则分别独立成章，为互联网冲击下的中国新闻事业重塑发展方向，

并紧跟时代发展趋势，介绍传媒新业态、中央厨房式的新闻生产新模式，提出

了从“小新闻”走向“大传播”的学科建设构想。 

本书可作为新闻传播学科的教材，宣传工作者、新闻爱好者的自学读物，

也可供进修、提高新闻业务之用。 

电子资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

Number=000008161777&d=79A2CE0D5EF592E5829D5149C28AE5E1&fenlei=0

7030201&sw=%E6%96%B0%E9%97%BB%E5%AD%A6%E6%A6%82%E8%AE%BA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G210/171.05 总馆—基本书库-新书区 

G210/171.05 本部(研究资料)—保存本库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8161777&d=79A2CE0D5EF592E5829D5149C28AE5E1&fenlei=07030201&sw=%E6%96%B0%E9%97%BB%E5%AD%A6%E6%A6%82%E8%AE%BA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8161777&d=79A2CE0D5EF592E5829D5149C28AE5E1&fenlei=07030201&sw=%E6%96%B0%E9%97%BB%E5%AD%A6%E6%A6%82%E8%AE%BA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8161777&d=79A2CE0D5EF592E5829D5149C28AE5E1&fenlei=07030201&sw=%E6%96%B0%E9%97%BB%E5%AD%A6%E6%A6%82%E8%AE%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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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 

 

责任者：主编戴元光,童兵,金冠军 

出版发行项：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简介：本书依次分析了：中国新闻学研究在 20 世纪初所面临的时代背景有学科

背景；20—40 年代理论新闻学著作的出版高潮；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传入和

发展；“文化大革命”对新闻科学的扼杀等。以清晰的线条论述了 20 世纪百年中

国理论新闻学的发展历程。 

电子资源：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1211460&

d=521C0354A9CFF2AB8BDBE9BD74580740&fenlei=0703020102&sw=20%E4%B

8%96%E7%BA%AA%E4%B8%AD%E5%9B%BD%E6%96%B0%E9%97%BB%E5%AD%A6%E4%B

8%8E%E4%BC%A0%E6%92%AD%E5%AD%A6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G210.92/688.12 翔安—翔安分馆（三楼 C 区 1-4 架） 

G210.92/688.12 总馆—总馆基本书库 

G210.92/688.12 本部(研究资料)—保存本库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1211460&d=521C0354A9CFF2AB8BDBE9BD74580740&fenlei=0703020102&sw=20%E4%B8%96%E7%BA%AA%E4%B8%AD%E5%9B%BD%E6%96%B0%E9%97%BB%E5%AD%A6%E4%B8%8E%E4%BC%A0%E6%92%AD%E5%AD%A6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1211460&d=521C0354A9CFF2AB8BDBE9BD74580740&fenlei=0703020102&sw=20%E4%B8%96%E7%BA%AA%E4%B8%AD%E5%9B%BD%E6%96%B0%E9%97%BB%E5%AD%A6%E4%B8%8E%E4%BC%A0%E6%92%AD%E5%AD%A6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1211460&d=521C0354A9CFF2AB8BDBE9BD74580740&fenlei=0703020102&sw=20%E4%B8%96%E7%BA%AA%E4%B8%AD%E5%9B%BD%E6%96%B0%E9%97%BB%E5%AD%A6%E4%B8%8E%E4%BC%A0%E6%92%AD%E5%AD%A6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1211460&d=521C0354A9CFF2AB8BDBE9BD74580740&fenlei=0703020102&sw=20%E4%B8%96%E7%BA%AA%E4%B8%AD%E5%9B%BD%E6%96%B0%E9%97%BB%E5%AD%A6%E4%B8%8E%E4%BC%A0%E6%92%AD%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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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理论：起源、方法及应用（第 5 版）》 

 

责任者：(美)沃纳·赛佛林(WernerJ.Severin)，(美)小詹姆斯·坦卡德(JamesW.Tank

ard,Jr.)著郭镇之等译 

出版发行项：华夏出版社,2000 

简介：本书全面介绍传播学发端以来有影响力的理论，理论的衍变，以及多媒

体、互联网新媒介环境下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适用于新闻、广告、公共关系

专业或者其他传播学领域的学生和教师。为求索中的媒介业内人士，提供时间

的方法与思路。 

电子资源：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0027550&

d=90AE9969B99743D94F68F6303597373E&fenlei=07030104&sw=%E6%B2%83%E

7%BA%B3%C2%B7%E8%B5%9B%E4%BD%9B%E6%9E%97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G206/762 翔安—翔安分馆（三楼 C 区 1-4 架） 

G206/762 总馆—总馆基本书库 

G206/762 本部(研究资料)—保存本库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0027550&d=90AE9969B99743D94F68F6303597373E&fenlei=07030104&sw=%E6%B2%83%E7%BA%B3%C2%B7%E8%B5%9B%E4%BD%9B%E6%9E%97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0027550&d=90AE9969B99743D94F68F6303597373E&fenlei=07030104&sw=%E6%B2%83%E7%BA%B3%C2%B7%E8%B5%9B%E4%BD%9B%E6%9E%97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0027550&d=90AE9969B99743D94F68F6303597373E&fenlei=07030104&sw=%E6%B2%83%E7%BA%B3%C2%B7%E8%B5%9B%E4%BD%9B%E6%9E%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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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理论新编》 

 

责任者：郑保卫著 

出版发行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简介：《新闻理论新编》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郑保卫教授主讲的国家级精

品课“新闻理论”使用的教材，是他多年来从事新闻理论教学和研究的成果结

晶。 

该书对新闻理论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归纳和评介，对

新闻学本体理论所涉及的基本概念作了较为准确的阐释、界定和厘清，对新闻

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概括、分析和论述。此外，该书

还注意吸收近些年来国内外新闻学研究最新理论成果和新闻实际工作最新实践

经验，使得内容更加丰厚、充实。 

该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和“国家级精品课‘新闻理论’

配套教材”，既可作为新闻与传播专业学生学习新闻理论、了解新闻知识、掌握

新闻理念的基础教材，也可以作为公众媒介素养教育的普及读物，同时还可以

作为新闻与传播实务及科研人员学习和研究新闻理论的参考著作。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G210/869.1101 漳州—嘉庚馆藏（漳州校区）二楼 058 架 

G210/869.1101 总馆—总馆基本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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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理论十讲（第 2 版）》. 

 

责任者：陈力丹 

出版发行项：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 

简介：《新闻理论十讲（修订版）》在《新闻理论十讲》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总体框架未变，内容做了较多的删节，增补和调整。是一部极具创新意义的教

材，体现在三个方面：一，结构和体例的创新，本书抛弃了以往教材所谓“严谨

系统”的结构，以新闻理论关键词作为章名，以重要论断作为节名，形成体例上

的开放式系统，避免了对新闻理论刻板生硬的演绎和组织。第二，内容和观点

的创新，本书避免了以往教材说教和武断的观点罗列，提倡应用性的新闻理

论，充分吸收了新闻事件和理论的前沿成果，并借鉴了相关学科的理论，对于

中国新闻实践颇具指导意义。第三，表达和传播的创新，本书摒弃了抽象的论

述，一漫谈和对话的方式表述新闻理论，直白生动，深入浅出。书中的大量案

例和图片，更增添了阅读上的快乐和理解上的便利。 

电子资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

Number=000006569097&d=74AFC9E5EBC2B6C1AE6394688FDFF532&fenlei=0

7030201&sw=%E6%96%B0%E9%97%BB%E7%90%86%E8%AE%BA%E5%8D%81%E8%AE%B

2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G210/57=2 嘉庚中文书库四楼嘉庚新书 24 架 

G210/096.01 总馆—基本书库-新书区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6569097&d=74AFC9E5EBC2B6C1AE6394688FDFF532&fenlei=07030201&sw=%E6%96%B0%E9%97%BB%E7%90%86%E8%AE%BA%E5%8D%81%E8%AE%B2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6569097&d=74AFC9E5EBC2B6C1AE6394688FDFF532&fenlei=07030201&sw=%E6%96%B0%E9%97%BB%E7%90%86%E8%AE%BA%E5%8D%81%E8%AE%B2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6569097&d=74AFC9E5EBC2B6C1AE6394688FDFF532&fenlei=07030201&sw=%E6%96%B0%E9%97%BB%E7%90%86%E8%AE%BA%E5%8D%81%E8%AE%B2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6569097&d=74AFC9E5EBC2B6C1AE6394688FDFF532&fenlei=07030201&sw=%E6%96%B0%E9%97%BB%E7%90%86%E8%AE%BA%E5%8D%81%E8%AE%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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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专业主义研究》 

 

责任者：吴飞著 

出版发行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简介：本套丛书的特点之一是注重理论建设和新领域的开辟，力争做到理论有

建树，观点有创新，避免低层次的重复，与一般本科教材相区别。特点之二是

不过分拘泥于以往教材的模式，充分考虑研究生读者层次的特点与需要，在展

现作者多年来独到的研究成果和心得的同时，力求开放性与引介性，努力为读

者开辟一个广阔的学习与研究视野。特点之三是经典理论研究与交叉学科研究

兼收并蓄，既有新闻理论、新闻报道、新闻专业主义等经典问题的新演绎，又

有传媒文化、媒介批评、传播研究方法、传媒体制比较等交叉领域的新探索。

另外，本套丛书的作者中既有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各著名新闻院系的

学科带头人，也有海外学成归来、中西兼收的青年新锐，相信可以较好地满足

各校研究生教学的需要。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G210/498 漳州—嘉庚馆藏（漳州校区）二楼 058架 

G210/498 总馆—总馆基本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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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新闻:现实的社会建构》 

 

责任者：(美)盖伊·塔克曼李红涛译 

出版发行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简介： 新闻与社会成员间的互动，显然也是此种互为中介和结果的循环往

复，其中除了表达、除了交往，同时也共同卷入了对社会世界及其结构的生产

和再生产：当人们把新闻看做是有趣和重要的日常事件的真实描述时，就等于

肯定并再生产了新闻作为发布真实报道的社会机构的角色（社会运动试图利用

新闻发布信息也是在肯定并再生产新闻媒体作为合法机构的角色）；当新闻以

日常生活世界所理解的理解，来组织安排每天的新闻生产时，这些被生产出来

的新闻，不可避免是对现实生活的肯定和认可，并且作为一种资源——结构性

因素，成为社会行动者运用和活动的基础和情境。……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G210/214.1 本部—基本书库-新书区 

G210/214 漳州—嘉庚馆藏（漳州校区）二楼 058架 

G210/214 总馆—总馆基本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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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中译本第 2 版）》 

 

责任者：(美)比尔·科瓦齐,汤姆·罗森斯蒂尔著刘海龙,连晓东译 

版本说明:中译本第 2 版 

出版发行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简介：《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把新闻从业者

必备的素质归纳为九个要素并分章节论述，包括确保新闻的真实性、保持中立

的态度、遵守媒介伦理等方面，其中结合了作者作为新闻从业者的大量体会和

真实案例。此书在美国新闻界获得很高评价，获得哈佛大学戈德施密斯图书奖

和巴特.理查德媒介批评奖等多个奖项，被认为是新闻从业人员和相关专业师生

的必读书，这本书也被一些院校选作教材。本书也获得了国内很多新闻从业人

员的关注，其中的论述具有普适性，很有参考价值。本书译者在新闻领域从业

多年，能够很好地把握本书的精神，忠实再现原文。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G21/611 漳州—嘉庚馆藏（漳州校区）二楼 058 架 

G21/611 总馆—总馆基本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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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西方化媒介研究》 

 

责任者：(英)詹姆斯·卡伦,(韩)朴明珍编卢家银...[等]译 

出版发行项：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简介：《清华传播译丛:去西方化媒介研究》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对媒介研究

核心问题的批判观点。媒介怎样依附于权力？什么影响着媒介？媒体权力的实

质是什么？全球化正在如何改变媒介和社会？该书通过研究一系列来自亚洲、

非洲、北美、南美、欧洲、中东地区和澳洲的案例，探讨了媒体、权力和社会

的关系，挑战了盛行的全球化理论。《清华传播译丛:去西方化媒介研究》认

为，自由市场不但没有带来消费者自由，反而构建了一个由大型企业、媒体和

政府亲密合作的新的权力体系。《清华传播译丛:去西方化媒介研究》一改传统

视角，将世界划分为五类：转型混合式社会、威权新自由主义社会、威权管制

型社会、民主新自由主义社会和民主管制型社会，打破了《报刊的四种理论》

所开创的“四种体系”，开创了“五种理论”的研究范式，对目前仍在热议的全球化

作出了全面的、不同凡响的回应。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G206.2/366 漳州—嘉庚密集 1865 

G206.2/366 总馆—总馆基本书库 

G206.2/366 本部(研究资料)—保存本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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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媒介体制：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 

 

责任者：(美)丹尼尔·C·哈林,(意)保罗·曼奇尼著陈娟,展江译 

出版发行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简介：本书对极化多元主义模式、民主法团主义模式、自由主义模式三种媒介

系统类型进行了比较分析。 

本书拟定了一个针对媒介与政治体制的关联进行比较分析的框架。建基于

一项针对欧洲和北美 18 个民主国家媒介制度的调查，哈林和曼奇尼辨识了媒介

体制与形塑其演变的政治变量之间的变异的主要维度。他们进而辨识了媒介体

制发展的三大模式——极化多元主义模式民主法团主义模式和自由主义模式—

—来解释为什么媒介在上述每种体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探究目前正在改造它

们的种种变革力量。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G210/426.3 漳州—嘉庚馆藏（漳州校区）二楼 058架 

G210/426.3 总馆—总馆基本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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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业的救赎：数字时代新闻生产的 16 个关键问题》 

 

责任者：彭增军著 

出版发行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简介：本书全面阐述新媒体生态下，新闻生产所受到的冲击、困境与对策。内

容包括 12 个话题：1.新闻专业主义的生与死。2.新闻生产方式的改变。3.再造

新闻编辑部。4.记者的五个角色。5.内容何以为王。6.新媒体时代的受众。7.新

媒体伦理困境。8.新闻的盈利模式。9.媒体融合。10.公众与公民新闻。11.全球

化与文化冲突。12.新闻的未来。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G210/228.3 总馆—基本书库-新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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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 2000 年》 

 

责任者：(英)汤姆·斯丹迪奇著林华译 

出版发行项：中信出版集团,2019 

简介： 社交媒体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从西塞罗和其他古罗马政治家

用来交换信息的莎草纸信，到宗教改革、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期间印制的宣

传小册子，过去人类跟同伴交流信息的方式依然影响着现代社会。在报纸、广

播和电视在散播信息上面统治了几十年后，互联网的出现使社交媒体重新变成

人们与朋友分享信息的有力工具，并推动公共讨论走向一个新的模式。  汤

姆?斯丹迪奇在书中提醒我们历史上的社交网络其实跟现代社会的社交媒体有很

多相似之处。比如，天主教会在回应马丁?路德的攻击上的两难境地很像今天那

些大企业回应网络上的批评时的状况；17 世纪人们对于咖啡馆会分散人们工

作、学习注意力的指责也很像今天对社交媒体负面作用的担心。借助对托马斯?

潘恩和“互联网之父”文顿?瑟夫等人物的讨论，作者还探索了一些人们一直争论

的话题：从言论自由和审查之间的张力到社交媒体在启迪创新和激发革命上的

作用。这是一次对社交媒体演进的迷人回顾，也是基于历史对未来趋势的完美

预测。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G219.1-09/1 嘉庚中文书库四楼嘉庚新书 24架 

G206.2/264.3 漳州—嘉庚馆藏（漳州校区）二楼 057 架 

G206.2/264.3 总馆—总馆基本书库 

 



14 

 

《网络社会的崛起（第 3 版）》 

 

责任者：(美)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王志弘等译 

出版发行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简介：这是一本对于理解 21 世纪初世界将如何演变的十分重要的著作。本书描

述构成这个世界的当前两大互相斗争的趋势：全球化和认同。信息技术革命和

资本主义的重组诱发了网络社会的兴起，展示了战略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工作

的可变性与不稳定性以及真正的虚拟性文化。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转型和统

制经济的衰落，集体认同的力量已经形成强有力的浪潮。这引起对全球化的挑

战代表着文化的单一性以及对生活环境的控制。曼钮尔·卡斯特描述女权主义和

环境保护主义等运动旨在从根本上转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那些代表神权、

国家、种族、家庭或地域的运动正掘壕抵抗。本书作者表示，存在的基本范畴

受到科技经济和社会转型运动的矛盾联合戟所威胁，它们都在利用媒体的新能

量推进自身的事业。作者辩称，由于这引起矛盾的趋势，民族国家就成了问

题，在它的危机中引进了政治民主的要领作者以国家为主题逐一控讨了美国、

西欧、俄罗斯、墨西哥、玻利维亚、伊斯兰世界、中国和日本，设法了解在功

能和意义上关系密切的各种社会进程。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G20/326.02 漳州—嘉庚馆藏（漳州校区）二楼 057架 

G20/326.02 总馆—总馆基本书库 

 



15 

 

《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 

 

责任者：（美)亨利·詹金斯著杜永明译 

出版发行项：商务印书馆,2012 

简介：本书是一部集中围绕大众媒体的一系列案例分析进行阐述的大众文化著

作。本书该书展现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在这里新媒体和旧媒体相互碰撞、草根

媒体和公司化大媒体相互交织、媒体制作人和媒体消费者的权利相互作用，所

有这一切都是以前所未有、无法预测的方式进行的。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G206.2/662 漳州—嘉庚馆藏（漳州校区）二楼 057架 

G206.2/662 翔安—翔安分馆（三楼 C区 1-4架） 

G206.2/662 总馆—总馆基本书库 

G206.2/662 本部(研究资料)—保存本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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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道德论》 

 

责任者：杨保军著 

出版发行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简介： 这本《新闻道德论》是关于新闻道德的哲学，它和新闻伦理学是一回

事。由于《新闻道德论》主要是围绕新闻道德根据、新闻道德观念、新闻道德

规范、新闻道德品性、新闻道德评价以及实践中的道德选择等问题展开的，因

而称为《新闻道德论》直截了当。另外，《新闻道德论》这一书名与我先期出

版的系列著作，《新闻本体论》、《新闻事实论》、《新闻价值论》、《新闻

真实论》、《新闻精神论》、《新闻活动论》等形式上一致，看起来也比较整

齐。首先说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想告诉读者我没有在“伦理”与“道德”这两个概念

之间做过多的清理和纠缠，当然在相关论述中会对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些必要

的区别和说明。在哲学层面上，伦理学就是道德哲学或者道德学，新闻伦理研

究的核心问题就是新闻活动中的道德关系问题、道德规范问题和活动者的道德

品性问题。这本《新闻道德论》，也主要是在伦理道德原理层面上对新闻道德

的讨论。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G214/268 漳州—嘉庚馆藏（漳州校区）二楼 058架 

G214/268 总馆—总馆基本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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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道德与伦理：案例教学》 

 

责任者：展江,彭桂兵著 

出版发行项：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 

简介：《媒体道德与伦理案例教学(新闻学与传播学案例系列教材)》作者展江、

彭桂兵对本领域如何选编案例作了积极探索，并得出基本看法：像商学院那种

每讲分析一个大案例的做法或许不适合媒体伦理课程的案例教学，媒体实践的

丰富性和多层次性在召唤案例群的呈现。作者强调，媒体伦理道德与媒体涉及

的法律问题既有分殊又有密切联系。 

电子资源：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15215045&

d=64AED8150EA0D70762BC202C62F808D0&fenlei=070301040131&sw=%E5%A

A%92%E4%BD%93%E9%81%93%E5%BE%B7%E4%B8%8E%E4%BC%A6%E7%90%86%E6%A1%

88%E4%BE%8B%E6%95%99%E5%AD%A6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G21/982 漳州—嘉庚密集 1871 

G21/982 总馆—总馆基本书库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15215045&d=64AED8150EA0D70762BC202C62F808D0&fenlei=070301040131&sw=%E5%AA%92%E4%BD%93%E9%81%93%E5%BE%B7%E4%B8%8E%E4%BC%A6%E7%90%86%E6%A1%88%E4%BE%8B%E6%95%99%E5%AD%A6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15215045&d=64AED8150EA0D70762BC202C62F808D0&fenlei=070301040131&sw=%E5%AA%92%E4%BD%93%E9%81%93%E5%BE%B7%E4%B8%8E%E4%BC%A6%E7%90%86%E6%A1%88%E4%BE%8B%E6%95%99%E5%AD%A6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15215045&d=64AED8150EA0D70762BC202C62F808D0&fenlei=070301040131&sw=%E5%AA%92%E4%BD%93%E9%81%93%E5%BE%B7%E4%B8%8E%E4%BC%A6%E7%90%86%E6%A1%88%E4%BE%8B%E6%95%99%E5%AD%A6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15215045&d=64AED8150EA0D70762BC202C62F808D0&fenlei=070301040131&sw=%E5%AA%92%E4%BD%93%E9%81%93%E5%BE%B7%E4%B8%8E%E4%BC%A6%E7%90%86%E6%A1%88%E4%BE%8B%E6%95%99%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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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伦理：案例与道德推理》 

 

责任者：(美)克利福德·G·克里斯琴斯.[等]著孙有中,郭石磊,范雪竹译 

出版发行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简介：《媒介伦理(案例与道德推理)》由克利福德·G·克里斯琴斯、马克·法克

勒、凯西·布里坦·理查森、佩吉·J·克里谢尔、小罗伯特·H·伍兹所著，是西方高校

新闻传播学院普遍采用的媒介伦理学经典教材，它全面介绍了伦理学中的理论

原则，提供了新闻、广告、公关、娱乐四大传媒领域大量最新的真实案例，理

论与实践结合，逐一解剖案例，由表及里，引人入胜，引人深思。本书所阐发

的内容兼顾世界多元文化价值体系，运用定义、价值观念、伦理准则、忠诚归

属等四个象限，清晰地展示了道德推理的四个重要步骤，为读者提供了透视传

播领域错综复杂的伦理问题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媒介伦理(案例与道德推

理第 9 版)》典型生动，涵盖、贯通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它不仅可以作为高校新

闻传播专业媒介伦理课程的核心教材，而且适合媒体从业者独立自学或作为案

头参考。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G206.2-05/142 漳州—嘉庚密集 1868 

G206.2-05/142 总馆—总馆基本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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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法教程（第 6 版）》 

 

责任者：魏永征,周丽娜著 

出版发行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简介：本书将我国宪法、民商法、行政法等各法律部门有关新闻传播活动的法

律规范和政策加以集纳并予以体系化，论证了中国特色的“公民有自由、媒体归

国家”的新闻体制以及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并涉及维护国家安

全和社会秩序、信息公开和特殊信息发布以及新闻与司法、“新闻侵权”、新闻

行业管理、著作权、新闻产业和涉外新闻活动等诸多方面，引用我国宪法、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国际公约、条约等共约 300

件。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D922.161/10=6 嘉庚中文书库四楼嘉庚新书 9架 

D922.161/676.05 法学与艺术分馆—法学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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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事业史教程》 

 

责任者：袁军,哈艳秋著 

出版发行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简介：本书例举大量古今史实，从中国古代的新闻事业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时期的新闻事业，阐述了新闻事业发展的历程。包括：中国古代的新闻事

业、中国近代报业的产生与初步发展、国人办报历史的开端与维新派的办报活

动、辛亥革命前后的新闻事业、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等内容。 

电子资源：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4681034&

d=A39CB84594E91AB1E51E4F1F45E95D20&fenlei=070302090209&sw=%E4%B

8%AD%E5%9B%BD%E6%96%B0%E9%97%BB%E4%BA%8B%E4%B8%9A%E5%8F%B2%E6%95%

99%E7%A8%8B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G219.29/183.01 总馆—总馆基本书库 

G219.29/183.01 本部(研究资料)—保存本库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4681034&d=A39CB84594E91AB1E51E4F1F45E95D20&fenlei=070302090209&sw=%E4%B8%AD%E5%9B%BD%E6%96%B0%E9%97%BB%E4%BA%8B%E4%B8%9A%E5%8F%B2%E6%95%99%E7%A8%8B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4681034&d=A39CB84594E91AB1E51E4F1F45E95D20&fenlei=070302090209&sw=%E4%B8%AD%E5%9B%BD%E6%96%B0%E9%97%BB%E4%BA%8B%E4%B8%9A%E5%8F%B2%E6%95%99%E7%A8%8B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4681034&d=A39CB84594E91AB1E51E4F1F45E95D20&fenlei=070302090209&sw=%E4%B8%AD%E5%9B%BD%E6%96%B0%E9%97%BB%E4%BA%8B%E4%B8%9A%E5%8F%B2%E6%95%99%E7%A8%8B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4681034&d=A39CB84594E91AB1E51E4F1F45E95D20&fenlei=070302090209&sw=%E4%B8%AD%E5%9B%BD%E6%96%B0%E9%97%BB%E4%BA%8B%E4%B8%9A%E5%8F%B2%E6%95%99%E7%A8%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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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的变更：新报刊史书写》 

 

责任者：主编黄旦 

出版发行项：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 

简介：本书是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团队这几年对于新报刊史书写探索

的文集结晶。其中包括:晚清民间的传播网络、晚清电报技术及其影响、电话与

上海的关系,上海小报与游戏场空间的互为渗透和构成,揭示上海《申报》如何推

动义赈的展开,民国的报刊与共和的想象等。 

电子资源：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17280169&

d=ABF2CB5F962A3B603EEFB83542782C74&fenlei=070302090209&sw=%E8%8

C%83%E5%BC%8F%E7%9A%84%E5%8F%98%E6%9B%B4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G219.295/3 嘉庚中文书库四楼嘉庚新书 24 架 

G219.295/141.2 总馆—基本书库-新书区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17280169&d=ABF2CB5F962A3B603EEFB83542782C74&fenlei=070302090209&sw=%E8%8C%83%E5%BC%8F%E7%9A%84%E5%8F%98%E6%9B%B4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17280169&d=ABF2CB5F962A3B603EEFB83542782C74&fenlei=070302090209&sw=%E8%8C%83%E5%BC%8F%E7%9A%84%E5%8F%98%E6%9B%B4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17280169&d=ABF2CB5F962A3B603EEFB83542782C74&fenlei=070302090209&sw=%E8%8C%83%E5%BC%8F%E7%9A%84%E5%8F%98%E6%9B%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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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增补本》 

 

责任者：胡太春 

出版发行项：东方出版社,2015 

简介：本书分上、下两册，研究和探讨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及其发展轨迹，对近

代中国从鸦片战争前到“五四”时期新闻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作了比较细致深入的

剖析，理出了一条较为清晰的脉络和线索。本书在论述时，把这一时期的新闻

思想和西方殖民扩张、西学东渐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和考察；把近代中国资本主

义经济、资产阶级产生和发展和各个历史阶段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产生和发展

的过程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和考察。 

电子资源（山西教育出版社,1987）：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

Number=000001058705&d=76BBA1C3685137A9ABF1E95B24A5C76C&fenlei=0

703020102&sw=%E4%B8%AD%E5%9B%BD%E8%BF%91%E4%BB%A3%E6%96%B0%E9%9

7%BB%E6%80%9D%E6%83%B3%E5%8F%B2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G219.29/211.101/(2) 总馆—总馆基本书库 

G219.29/211.101/(1) 总馆—总馆基本书库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1058705&d=76BBA1C3685137A9ABF1E95B24A5C76C&fenlei=0703020102&sw=%E4%B8%AD%E5%9B%BD%E8%BF%91%E4%BB%A3%E6%96%B0%E9%97%BB%E6%80%9D%E6%83%B3%E5%8F%B2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1058705&d=76BBA1C3685137A9ABF1E95B24A5C76C&fenlei=0703020102&sw=%E4%B8%AD%E5%9B%BD%E8%BF%91%E4%BB%A3%E6%96%B0%E9%97%BB%E6%80%9D%E6%83%B3%E5%8F%B2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1058705&d=76BBA1C3685137A9ABF1E95B24A5C76C&fenlei=0703020102&sw=%E4%B8%AD%E5%9B%BD%E8%BF%91%E4%BB%A3%E6%96%B0%E9%97%BB%E6%80%9D%E6%83%B3%E5%8F%B2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1058705&d=76BBA1C3685137A9ABF1E95B24A5C76C&fenlei=0703020102&sw=%E4%B8%AD%E5%9B%BD%E8%BF%91%E4%BB%A3%E6%96%B0%E9%97%BB%E6%80%9D%E6%83%B3%E5%8F%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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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闻传播史：公元 1500-2000 年（第 2 版）》 

 

责任者：李彬著 

出版发行项：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简介：《全球新闻传播史(公元 1500-2000)第 2 版》采用史论结合、夹叙夹议的

笔法，总述公元 1500 年以来全球化背景下的新闻传播大历史,专注新闻之际，

亦兼及历史、哲学、科技、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领域。所以，既可做专业教材，

也可当普通读物。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G219.19/126.01 漳州—嘉庚馆藏（漳州校区）二楼 058 架 

G219.19/126.01 总馆—总馆基本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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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的历史（第 3 版）》 

 

责任者：(美)米切尔·斯蒂芬斯著陈继静译 

出版发行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简介：什么是新闻？我们为何急于交换新闻？为什么新闻总是耸人听闻？新闻的

收集和传播方式怎样影响了政治和我们的生活？ 

本书是一部以全球眼光讲述的新闻史。作者采用了独特的人类学视角，将新

闻的历史向上追溯至史前时期，向下贯通至当今信息爆炸时代。 

本书最初于 1988 年出版，一经面世便受到好评，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

图书”（notablebookof1988）。第二版出版于 1996 年，获得更大反响，被译成

葡萄牙文、荷兰文、中文、日本等各种版本。2007 年，斯蒂芬斯又出版了该书的

第三版。新版不仅扩充了电视新闻部分的内容，还增写了全新的一章，专门阐述

互联网和数字革命。 

作者视野广阔，古今中外各种史料信手拈来，读者读来颇有酣畅淋漓之感；

文笔生动有趣，字里行间不乏狡黠机智的评论，随时令人眼前一亮。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G219.19/211 漳州—嘉庚馆藏（漳州校区）二楼 058 架 

G219.19/211 总馆—总馆基本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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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 

 

责任者：(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南希·L·罗伯茨著展江译 

出版发行项：新华出版社,2009 

简介：读者眼前这本《美国新闻史》是该书英文第九版的中译本，它在本专业

内创下了一项出版三个译本的国内纪录，并且是部头最大的少数译著之一；它

还见证和影响了中国新闻与传播学三次迻译高潮。这是一本被广泛参阅和引用

的解释性新闻与大众传播史力作，一本被明尼苏达大学、西北大学、坦普尔大

学等美国众多著名高校广为采用的标准教科书。全书包括了美国报业的历史遗

产、殖民地时代、报刊与革命、建立新国家等 20 章内容。 

馆藏资源： 

索书号 校区—馆藏地 

G219.712.9/244.08 漳州—嘉庚馆藏（漳州校区）二楼 058 架 

G219.712.9/244.08 总馆—总馆基本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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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络课程 

新闻学基础：历史与理论（中国传媒大学） 

 

地址：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CUC-1206408809?from=searchP

age 

主讲人：陆佳怡副教授、丰纯高副教授、刘自雄副教授、郎劲松教授、李煜教

授、艾红红教授、哈艳秋教授 

简介：《新闻学基础：历史与理论》将会向您展示新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帮助您看懂时事报道，解读舆论动态，提升互联网时代的新闻素养。《新闻学

基础：历史与理论》立足新闻事业发展脉络，秉持“融通中外”“史论结合”理念，

将《中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和《新闻理论》课程中的核心知识点，以专

题形式重新包装。课程内容涉及最前沿的话题、具有一定的思辨性，旨在提高

学生的思维能力，增强学生的新闻史论素养。 

本课程包含以下内容：绪论、新闻的起源（4 课时）、Newspaper 的中国

化：美查时期的《申报》（4 课时）、清末办报高潮与报刊舆论（4 课时）、党

报在抗战时期的宣传特点、作用和意义（2 课时）、我国新闻工作的方针和原

则（4 课时）、新闻舆论（4 课时）、两种对立的新闻观念及实践范式（4 课

时）、新闻工作与新闻职业道德（4 课时）、尾声（2 课时）、我国主要媒体简

介（4 课时）。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CUC-1206408809?from=searchPage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CUC-1206408809?from=search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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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原理（武汉大学） 

 

地址：https://coursehome.zhihuishu.com/courseHome/1000064565#teachTeam 

主讲人：杨庆晶讲师 

简介：“新闻活动由何而来？今天，我们又应该如何做新闻？做什么样的新

闻？”这是一个值得所有传媒人思考的问题。新闻学，先有术而后有学，新闻理

论也随着新闻实践的飞速发展不断更新。通过此课程，我们将会向你展示新闻

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带你了解新闻传播行业的传承与创新。 

 

https://coursehome.zhihuishu.com/courseHome/1000064565#teach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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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概论（三峡大学） 

 

地址：https://www.xuetangx.com/course/ctgu05031004433/12425964?channel

=i.area.manual_search 

主讲人：张芹教授、王颖讲师、肖又菁讲师 

简介：《新闻学概论》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基础课，兼具工具性、人文性与

思想性。本课程依托“马工程”教材，用一条主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领，

以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传播现象为研究对象，紧扣时事案例，通过新闻党

性、新闻真实性、新闻选择、新闻自由、新闻法治与新闻道德等核心概念的学

习，更加深入地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历年来的新闻舆论思想和重要论述，与时俱

进地实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并根据当前媒介发展前沿，增加了新媒体研究、

数据新闻等专题，引领学生在更宽泛的视野下认识和学习新闻。 

https://www.xuetangx.com/course/ctgu05031004433/12425964?channel=i.area.manual_search
https://www.xuetangx.com/course/ctgu05031004433/12425964?channel=i.area.manual_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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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概论（福建工程学院） 

 

地址：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FJGCXY-1003728007?from=searchPa

ge&outVendor=zw_mooc_pcssjg_ 

主讲人：曹丹副教授 

简介：新闻学没有文史哲那么博大精深，它是在新闻实践的不断展开中逐渐显

示自身的丰富性。中国的新闻改革在不断深化，新闻实践在不断变革，中国新

闻传播学的探索永无止境。从这门课程中，你可以了解到当下移动互联时代，

中国传媒业、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坚守和创新。 

新闻学概论主要是介绍新闻学的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基本观点，为今后

进一步探索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新闻传播史、掌握新闻传播业务和媒介管理经

营打下基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FJGCXY-1003728007?from=searchPage&outVendor=zw_mooc_pcssjg_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FJGCXY-1003728007?from=searchPage&outVendor=zw_mooc_pcssjg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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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新闻伦理与法规（华中师范大学） 

 

地址：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CCNU-1002085010?from=searchPage 

主讲人：李理副教授、甘丽华副教授、黄月琴教授、张勇军教授、陈科教授、

江作苏教授 

简介：谈起新闻道德，你首先会想到什么？是记者该不该收红包，还是为何虚假

新闻泛滥成灾？谈起新闻法规，你首先会想到什么？是偷拍暗访算不算违法，还

是言论自由的边界问题？ 

新闻伦理和道德属于哲学范畴，新闻法规属于法学门类，这就意味着本课程

会跨越两个学科，既解析新闻传播活动的内部自律问题，也关涉传播活动的外部

规范问题；既要将具体的问题讲清谈透，也要将抽象思辨的问题形塑边界。 

中国新闻媒体面临着职业道德失范与伦理认知纷争的双重困境，新闻道德的

失范，可以依靠提高“职业自律准则”，形成职业共识来达到；而新闻伦理纷争，

则需要提高伦理认知，增强辩论的空间来完成。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和法规反倒

是“自律”和“辩论”的中介环节，它比“自律”更显“他律”，因为有警戒线；同时又比

“辩论”有“冷却”效果，可以在文化及价值观差异中寻找最低限度的“共识”。 

所以，本课程将带领大家探寻新闻职业的道德共识，也会分析新闻伦理争议

的源头，同时在中国新闻传播法的框架下，我们也会审视新闻传播活动过程中各

类主体的法律关系。对于新媒体所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也会有极大的启发。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CCNU-1002085010?from=search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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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史（暨南大学） 

 

地址：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JNU-1458414167?from=searchPage 

主讲人：赵建国教授 

简介：新闻传播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演变规

律的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是一门新闻学的组成部分。 

日本新闻传播学的开山鼻祖、著名的日本新闻史和新闻理论专家、东京大

学新闻研究所首任所长小野秀雄曾说：“任何科目在新闻或传播学院的学科设置

中都可以增加或削减，但有三个科目却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新闻传播史、新

闻传播理论和新闻传播伦理教育。这三个科目是新闻传播学和学院健康发展的

根，是其生命力和源泉。”我国著名的新闻传播学者方汉奇先生也曾言：“在中

国新闻研究的历史上，开其端绪的，还是新闻史的研究。” 

由于新闻史是研究新闻传播与新闻事业产生、发展、变化的历史，包括过

程、经验、学说和传统。因此，“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是文化史的一个部

分，同时又是通史的一个部分，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新闻史研究必须坚持历

史研究必要的学术程序，以及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据，

论从史出。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JNU-1458414167?from=search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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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史（山东大学） 

 

地址：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SDU-1206582806?from=searchPage  

主讲人：俞凡教授 

简介：本课程是新中国文化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新闻学专业最为重要的核心

课程之一，是对于新中国建立前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和新闻事业管理等活动演

变的历史事实及经验教训的归纳与描述。本课程所学到的相关知识，会用来阐释

新闻理论、新闻业务等相关课程以及与外国新闻史、传播学等课程相对照。 

本课程将： 

（1）联系社会变迁的大背景，按照史论结合、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系统讲

述中国新闻传播活动的演进轨迹。 

（2）着重于勾勒鸦片战争以来现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脉络，从而揭示新闻传

播的一般性规律，以及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 

（3）同时，对有影响的报人、记者、编辑、报刊评论家等进行评述，以期达到

鉴往知今、古为今用的目的。 

（4）总之，要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将新闻传播的历史置于亿万人民的社会实

践之中，置于一百多年来追求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借以深切理解新闻

传播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确立中国新闻人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专业荣誉

感。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SDU-1206582806?from=search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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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数据库资源 

(一) 中文数据库 

中国知网（CNKI） 

地址：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069/1080.htm  

类型：E-Journals Fulltext | Ebooks | Archival Collections & Primary Sources 

| Dissertations & Theses 

学科：综合性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地址：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083/1106.htm 

类型：Bibliographies & Indexes. 

学科：哲学 | 经济学 | 法学 | 教育学 | 语言文学 | 历史学 | 军事学 | 艺术

学 

超星电子图书 

地址：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069/1077.htm 

类型：Ebooks 

学科：综合性 

读秀学术搜索 

地址：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070/1076.htm . 

类型： Bibliographies & Indexes | Ebooks | Search & Guidance 

学科：综合性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地址：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071/1082.htm 

类型：E-Journals Fulltext 

学科：哲学 | 经济学 | 法学 | 教育学 | 历史学 | 军事学 | 管理学 | 艺术学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069/1080.htm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083/1106.htm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069/1077.htm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070/1076.htm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071/10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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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书数据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076/1083.htm 

类型：E-Journals Fulltext | Ebooks | Economic & Financial Data | Others 

学科：综合性 

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 

地址：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078/3408.htm  

类型：Newspapers 

学科：综合性 

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 

地址：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083/5476.htm 

类型：Ebooks 

学科：哲学|历史学 

博看畅销期刊数据库 

地址：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068/1071.htm  

类型：E-Journals Fulltext | Newspapers 

学科：综合性 

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 

地址：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080/3391.htm   

类型：E-Journals Fulltext | Dissertations & Theses  

学科：哲学 | 经济学 | 法学 | 文学 | 历史学 | 管理学 | 艺术学 

北大法宝 

地址：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068/1073.htm . 

类型： E-Journals Fulltext | Ebooks | Laws & Regulations | Others 

学科：法学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076/1083.htm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078/3408.htm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083/5476.htm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068/1071.htm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080/3391.htm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068/10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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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英文数据库 

Web of Science 

SCI, SSCI, CPCI, ESI, JCR, Biosis Previews, MEDLINE etc. 

地址：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36/1234.htm  

类型：Bibliographies & Indexes 

学科：综合性 

PQDT（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地址：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31/1205.htm 

类型：Dissertations & Theses 

学科：综合性 

CMMC（EBSCO）大众传播暨应用外语全文数据库 

地址：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18/7151.htm  

类型：E-Journals Fulltext | Ebooks | Newspapers 

学科：文学 | 管理学 

SAGE 

地址：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33/1255.htm 

类型：E-Journals Fulltext 

学科：综合性 

Taylor & Francis Journals 

地址：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34/1211.htm 

类型：E-Journals Fulltext 

学科：综合性 

Science Direct 

地址：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33/1251.htm  

类型：Ebooks | E-Journals Fulltext 

学科：综合性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36/1234.htm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31/1205.htm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18/7151.htm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33/1255.htm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34/1211.htm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33/12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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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er Link 

地址：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33/1216.htm  

类型：E-Journals Fulltext | Ebooks | 

学科：综合性 

Wiley Online Library 

地址：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36/1227.htm  

类型：E-Journals Fulltext | Ebooks | 

学科：综合性 

EBSCO 

ASC、BSC、CMMC、Netlibrary电子图书、Econlit with Full Text etc. 

地址：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20/1152.htm 

类型：E-Journals Fulltext | Bibliographies & Indexes | Ebooks | Archival Coll

ections & Primary Sources 

学科：综合性 

Annual Reviews 

地址：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16/1110.htm 

类型：E-Journals Fulltext 

学科：综合性 

DeGruyt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Yale University Press 

地址：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19/2018.htm 

类型：Ebooks 

学科：综合性 

Frontiers 系列期刊数据库 

地址：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21/1162.htm 

类型：E-Journals Fulltext 

学科：综合性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33/1216.htm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36/1227.htm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20/1152.htm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16/11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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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错误，欢迎指出校正 

如有任何疑问或需求，欢迎来电或发送邮件咨询 

联系人：王璞 

邮箱：ckzxlib@xujc.com 

联系电话：0596-6288320 

mailto:ckzxlib@xuj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