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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波 簡 歷 

（2011年 4月制） 

 

個人資訊： 

單 波，1964 年 12 月生，漢族，湖北天門人，哲學博士，武漢大學二級教授、

珞珈學者特聘教授，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主管科學研究和國際學術交流），

享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中國外國新聞史學會副會長，

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委員會委員會主席，武漢大學媒體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

副主任，跨文化傳播研究中心主任。2005 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

畫，香港中文大學訪問教授，法國波爾多三大客座教授，紐西蘭坎特伯雷大學研

究員，復旦大學兼職研究員、河北大學、河南大學兼職教授，香港《傳播與社會

學刊》（Communication & Society）、The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編輯顧問委員會委員。 

 

學歷： 

1997年 6月獲武漢大學中國哲學專業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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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 6月獲武漢大學文學碩士學位； 

1985年 6月獲武漢大學文學學士學位。 

 

工作經歷 

1985年——現在，一直工作于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國際交流經歷： 

1998 年赴台出席兩岸傳媒邁向二十一世紀學術會議，發表論文‚關於兩岸傳媒

比較的哲學反思‛ 

2001 年赴香港樹仁學院出席建院三十周年慶典並參加經濟全球化與跨文化傳播

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論跨文化新聞傳播‛ 

2002年 10月—11月，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訪問學者 

2003年 10月，赴法國波爾多三大參加跨文化傳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跨文化

傳播的基礎與障礙‛ 

2005年 12月，赴法國波爾多三大參加緊急與傳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緊急狀

態下跨文化傳播的焦慮及其消解‛ 

2005年 4月，赴英國 Sanderland of University參加中英媒介發展研討會，發

表論文‚解讀東方之子‛ 

2005 年 9 月，赴香港中文大學參加第四屆華文傳媒與世界文明國際學術會議，

發表學術論文‚汽車廣告的文化訴求‛ 

2006年 11月，赴美國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nmpaign訪問並

做學術演講，題為‚中國新聞業與新聞觀念發展的歷史與邏輯‛ 

2007 年 6 月，赴摩洛哥哈桑二世默罕莫地亞大學出席‚公共傳播：問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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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景‛國際學術會議，發表學術論文‚公共事件報導的話語傾斜與話語缺

失——以北京整治養犬行動的報導為例‛ 

2008 年 3 月，赴法國波爾多三大組織傳播研究中心做為期一個月的客座教授，

為研究生講授跨文化傳播課程，並在中心春季學術會議上做題為‚跨文化新聞傳

播的話語傾斜與話語缺失‛的學術報告。 

2008年 10月，臺灣第七屆海峽兩岸傳播及影像學術研討會，發表《西方跨文化

傳播的和諧理念》學術演講，並參加了 22 日上午的‚兩岸傳播學者府城文化新

體驗‛的學術對談。 

2008年 11月，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訪問教授，在該院媒介與傳播研究中心作

了題為‚西方傳媒汶川地震報導現象及其效應的跨文化分析‛的學術報告。 

2008年 12月，香港中文大學華人傳播想像會議，發表‚媒介即控制及其理論想

像‛。 

2009年 1月 30日-2月 28日，紐西蘭坎特伯雷大學（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特邀研究員，發表‚跨文化新聞傳播的話語傾斜與話語缺失‛的學術演講。 

2009 年 6 月，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數字傳媒高峰論壇，發表‚媒介融合與新聞傳

播教育的融合‛學術論文。 

2010 年 3 月，赴德國柏林大學（洪堡大學）參加德中跨文化傳播學術會議，發

表‚跨文化傳播的問題與可能性‛的演講 

 

科研成果： 

 

論著 

1、《20世紀中國新聞學和傳播學·應用新聞學卷》（獨著），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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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2、《心通九境——唐君毅哲學的精神空間》（獨著），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3、《現代新聞寫作》（第 2作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4、《中西新聞比較論》（第 2作者），武漢出版社 1994年版； 

5、《中國媒體發展研究報告》（主編之一），武漢出版社 2003年版。 

6、《新聞與傳播評論》（2001年卷），常務副主編，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2年版。 

7、《新聞與傳播評論》（2002年卷），常務副主編，武漢出版社 2003年版。 

8、《跨文化傳播新論》（主編，排名第一），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5年版。 

9、《受眾研究讀本》（譯著），華夏出版社 2006年版。 

10、《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副主編），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8年版 

11、《跨文化傳播的問題與可能性》，武漢大學出版社 2010年版。 

12、《新聞傳播學的跨文化轉向》（主編，排名第一），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版。 

 

代表性論文： 

 

1、跨文化傳播的基本理論命題（獨著），《華中師範大學學報》2011 年第 1 期，

《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11 年第 4 期轉載。 

2、媒介即控制及其理論想像（排名第一）,《新聞與傳播研究》2010 年第 2 期。 

3、《跨文化傳播》的案例教學：意義、問題與路徑（獨著），《新聞與傳播評論》

2010 年卷，武漢出版社。 

4、跨文化傳播的政治基礎（獨著），《中國媒體發展研究報告》2010年卷，武漢

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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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09 年西方跨文化傳播研究進展述評（排名第一），《海外學術前沿追蹤》，

武漢大學出版社 2010年版。 

6、媒介融合時代的新聞傳播教育創新，（排名第一）《湖北大學學報》2010年第

4期。 

7、話語偏見與面子協商：汶川地震報導的跨文化分析（排名第一），《傳播與社

會學刊》（香港）2009年第 10期。 

8、跨文化傳播如何可能？（獨著）《新聞與傳播評論》2009 年卷，武漢大學出

版社。 

9、跨文化傳播的語言問題（排名第一），《國外社會科學》2009年第 4期，人大

報刊複印資料《文化研究》2009年第 12期轉載。 

10、西方新聞倫理觀念論綱（排名第一），《中國傳媒報告》2009年第 2期。 

11、跨文化新聞傳播的話語傾斜與話語缺失（排名第一），《全球傳媒評論》第 3

期，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9年版。 

12、《理性與傳媒發展》序，上海三聯書店 2009年 4月版。 

13、資訊公開：通向中西方理解與溝通的道路（排名第一），《對外傳播》2008

年第 7期。 

14 、 Discursive imbalance and deficiency in intercultural news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London: 

Routledge(Taylor & Francis Group),July,2008. 

15、奧威爾問題統攝下的媒介控制及其問題（排名第一），《上海大學學報》2008

年第 3期。人大報刊複印資料《新聞與傳播》第 9期轉載。 

16、怎樣表現中國傳播研究的智慧（獨著），《新聞大學》2008年夏季號。 

17、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心理學方法（獨著），《湖北大學學報》2008 年。被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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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刊複印資料《心理學》2008年第 4期轉載。 

18、西方新聞觀念的導入與中國新聞改革（獨著），武漢大學改革開放三十年紀

念論文集，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8年版。 

19、西方跨文化傳播理論的和諧理念（排名第一），《國外社會科學》2008年第 6

期。 

20、新聞改革：直面自由的挑戰（獨著），《媒介與社會》（香港中文大學）2008

第 2期。 

21、西方跨文化傳播研究進展述評（排名第一），《海外學術前沿追蹤》2007 年

卷 

22、“實際惡意”原則的發展及其思想意義（排名第一），《中國媒體發展研究報

告》2008年卷，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8年版。 

23、理性的駕馭與拯救的幻滅：解讀李普曼思想的價值與困局（排名第一），《新

聞與傳播評論》2007年卷，《新聞與傳播研究》2008年第 1期。 

24、當前美國媒介改革運動的民主路徑、精神實質及其問題（排名第一），《中國

傳媒報告》2007年第 3期 

25、西方跨文化傳播研究進展述評（獨著），《海外學術前沿追蹤》2006年卷 

26、汽車廣告的文化訴求（獨著），《第四屆華文傳媒與世界文明國際學術會議》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7年版。 

27、美國媒介集團化背後的自由與控制思想的博弈（排名第一），《中國媒體發展

研究報告》2007年卷（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7年版） 

28、在創新中建構和諧的媒介環境，《新聞前哨》2007 年第 1 期。 

29、緊急狀態下跨文化傳播的焦慮及其消解（獨著），《國際新聞界》2006年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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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30、Anxiété et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en situation d’urgence, 

Communication & Organisation,Juin 2006. 

31、西方媒介生態理論的發展及其理論價值與問題（排名第一），《新聞與傳播研

究》2006 年第 3 期。《新華文摘》2007 年第 7 期摘要轉載，《新聞與傳播》全文

轉載 

32、跨文化對話中的敘事（排名第一），《學習與實踐》2006年第 2期。 

33、論我國新聞學想像力的缺失及其成因（獨著），《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版）2006年第 6期。 

34、跨文化傳播的文化倫理（排名第一），《新聞與傳播研究》2005年第 1期。 

35、傳播學的現實關懷與思維方法——馬特拉訪談錄（排名第二），《現代傳播》

2004年第 1期 

36、現代傳媒與社會、文化發展（獨著），《現代傳播》2004年第 2期。 

37、道德控制的幻象：美國新聞公評人制度研究（排名第一），《新聞與傳播評論》

（2004年卷）。 

38、新聞傳媒如何扮演民主參與的角色——評杜威和李普曼在新聞與民主關係問

題上爭論（獨著），《國外社會科學》2003年第 3期。 

39、跨文化傳播的基礎與障礙（獨著），《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2

年第 3期，《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3年第 5期轉載。 

40、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ses fondements, les obstacles à son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 Organisation,juin,2003. 

41、淺議跨文化新聞傳播（獨著），《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

第 2期。 

http://service.ilib.cn/Search/QikanSearchList.aspx?Query=%e4%bc%a0%e6%92%ad%e5%ad%a6%e7%9a%84%e7%8e%b0%e5%ae%9e%e5%85%b3%e6%80%80%e4%b8%8e%e6%80%9d%e7%bb%b4%e6%96%b9%e6%b3%95-%e9%a9%ac%e7%89%b9%e6%8b%89%e8%ae%bf%e8%b0%88%e5%bd%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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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美國媒介的戰爭賣點及人文反思（排名第一），《現代傳播》2003年第 4 期。 

43、新聞女性化的真相——解讀〈時代〉的‚女性封面‛ （排名第一）， 《新

聞與傳播評論》（2002 年卷），武漢出版社 2003 年版，《新聞與傳播研究》2004

年第 2期。 

44、西方受眾理論評析（獨著），《國外社會科學》2002年第 1期 

45、新聞採訪制度化的歷史進程及原因（排名第二），《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

學版），2002年第 3期 

46、評管翼賢的新聞觀（獨著），《新聞與傳播研究》2001年第 2期。 

47、論二十世紀中國新聞業與新聞觀念的發展（獨著），《現代傳播》2001年第 4

期。 

48、二十世紀西方新聞與大眾傳播理論概觀（排名第二），《國外社會科學》2000

年第 4期； 

49、西方新聞傳播理論表述的歷史與邏輯（排名第二），《新聞與傳播研究》2000

年第 2期； 

50、比較與整合：西方新聞傳播學理論新動向（排名第二），《國際新聞界》2000

年第 3期； 

51、今日美國財經版印象（獨著），《中華新聞報》2000年 12月 4日； 

52、會議報導應回歸新聞傳播本位（獨著），《中華新聞報》2000 年 11 月 20 日； 

53、重建新聞客觀性原理（獨著），《現代傳播》，1999年第 1期；同時刊載於臺

灣《新聞學研究》1999年第 61輯； 

54、反思新聞教育（獨著），《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年第 4期； 

55、關於兩岸傳媒比較的哲學反思（獨著），《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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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大眾傳播與文化——鄧尼斯·麥奎爾的‘傳播—文化’觀評析（排名第一），

《新聞大學》1998年秋季號； 

57、人文·科學·宗教——唐君毅人文思想研究之一（獨著），《人文論叢》1998年

卷； 

58、傳統人際傳播思想資源及其現代轉化（獨著），臺灣中華傳播學會 98年會論

文； 

59、西方消息寫作的特點（獨著），《新聞大學》，1997年春季號； 

60、信息重組：新聞思維的操作機制（獨著）， 《報林求索》1997年第 6期； 

61、唐君毅心通九境論闡要（上、下），香港《毅圃》1997年第 11-12期； 

62、知識·Power·文化·生命力（獨著），《現代傳播》，1996年第 2期； 

63、經濟新聞傳播的文化學研究（獨著），《現代傳播》，1996年第 1期； 

64、唐君毅的人文思想與二十一世紀（獨著），《現代傳播》，1996年第 6期； 

65、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與中國新聞業命運的整體觀照（獨著），《現代傳播》，

1995年第 4期； 

66、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文化反思（學術專訪），《現代傳播》（權威）1996 年第 5

期。 

67、關於新聞的商品性問題的思考（獨著），《現代傳播》1995年第 1期； 

68、從生命裡流出的哲思——唐君毅哲學著述淺說（獨著）， 香港《毅圃》1996

年第 8期； 

69、美國報紙集團化的源流與原因探析（獨著）， 《新聞知識》1995 年第 4 期； 

70、人物通訊中的人物形象塑造（獨著）， 《新聞與寫作》1995年第 6期； 

71、從語義學角度看新聞寫作（獨著）， 《新聞前哨》1994年夏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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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關於倒金字塔結構源起的再考察與再評價（獨著）， 《寫作》1994 年第 9

期； 

73、新聞與意識形態（獨著）， 《新聞採編》1994年第 3期； 

74、觀念的重奏：中西新聞思維的整體考察（連載），《新聞大學》1993 年春季

號、夏季號； 

75、論毛澤東的新聞文體意識（獨著）， 《新聞前哨》1993年冬季號； 

76、情感的流向：中西新聞思維中的詩學、戲劇文化傳統（獨著）， 《新聞前哨》

1993年秋季號； 

77、好新聞報導的構成要素， 《對外報導》1992年第 4期； 

78、態度和行為：一致還是不一致？，《對外報導》1992年第 2期； 

 

教學工作： 

1、《國際新聞傳播思潮研究》（博士研究生博士學位課程） 

2、《跨文化傳播的理論與方法》（博士研究生博士學位課程） 

3、《跨文化傳播的媒介問題》（博士研究生博士學位課程） 

4、《中西新聞傳播比較研究》（新聞學專業碩士學位課程） 

5、《西方新聞傳播思潮研究》（新聞學專業碩士學位課程） 

6、《跨文化傳播研究》（傳播學專業碩士學位課程） 

7、《新聞學概論》（新聞學專業本科生必修課） 

8、《新聞寫作學》（新聞學專業本科生必修課） 

9、《中西新聞報導比較研究》（新聞學專業本科生選修課） 

10、《西方新聞媒介》（新聞學、傳播學專業本科生選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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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工作： 

1、1995---1997：完成中華社科基金專案‚經濟新聞與經濟改革‛（排名第二）； 

2、2000年 9月  完成國家教育部‚十五‛新聞學和傳播學課題指南的撰寫（排 

   名第三）並通過檢查； 

3、1996---1999：主持‚中西新聞傳播理論比較研究‛（國家教育部‚九五‛社 

   會科學基金重點專案） 

4、1996---1999：湖北省教改專案‚新聞寫作學教學改革研究‛（排名第二） 

5、1998--- 2002   ：主持‚二十世紀新聞思潮研究‛（武漢大學十大重點項目

子課 

   題） 

6、1999---    ：主持‚傳播哲學研究‛（武漢大學青年學術骨幹培養項目） 

7、2002——   ：主持教育部‚211‛工程項目‚現代傳媒與中國社會文化發展

研究‛子專案‚跨文化傳播研究‛ 

8、2003——   ：主持湖北省社會科學重點項目‚湖北省文化發展戰略‛。 

9、2004年—   ：主持教育部基地重大專案‚西方傳媒的社會控制‛（已結題） 

10、2004年—主持教育部‚985‛重大專案‚跨文化傳播研究‛以及‚新聞傳播

學者資料庫‛（已結題） 

11、2005 年，湖北社會科學專案：跨文化傳播與湖北對外宣傳新思路研究 

12、2007 年，橫向專案 5 萬：公共危機與跨文化傳播（中國移動廣州分公司） 

13、2007 年，橫向專案 30 萬：跨文化傳播研究（長興電子材料有限公司） 

14、2009 年，中國媒介改革與社會轉型（211 工程三期專案），三個主要學術帶

頭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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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的學術會議： 

2004年，主持跨文化傳播國際學術會議 

2005年，主持兩岸傳媒邁入二十一世紀學術研討會 

2007年，主持公共危機與跨文化傳播國際學術會議 

2009年，主持‚跨文化對話：媒介倫理與新聞專業主義‛國際學術會議 

 

主要獲獎記錄： 

 

教育部獎勵 2項： 

 

2003年 7月 3日，《重建新聞客觀性原理》獲第三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優秀成果三等獎，獨著。 

2009年 9月，《西方媒介生態理論的發展及其理論價值與問題》獲教育部頒發的

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二等獎。排名第一。 

 

湖北省政府獎勵 5項： 

2001年，《經濟新聞傳播的文化學研究》獲首屆湖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論文三

等獎，獨著。 

2003年 10月 20日，《西方新聞傳播理論表述的歷史與邏輯》獲第三屆湖北省社

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排名第二。 

2004 年，《20世紀中國新聞學和傳播學·應用新聞學卷》獲第四屆湖北省社會科學

優秀成果三等獎， 

2009年 5月，《西方媒介生態理論的發展及其理論價值與問題》獲第六屆湖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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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排名第一。 

2011年 1月，《奧威爾問題統攝下的媒介控制及其問題》獲第六屆湖北省社會科

學優秀成果二等獎，排名第一。 

 

論文指導獎 6項： 

2004 年，湖北省優秀碩士學位論文指導老師（學生汪碧芬的碩士學位論文‚歐

洲公共廣播制度研究‛） 

2005 年，湖北省優秀碩士學位論文指導老師（學生杜永利的碩士學位論文‚美

國新聞史學的三個緯度‛） 

2008年，湖北省優秀學士學位論文一等獎指導老師（03級學生李子薇） 

2009年，湖北省優秀學士學位論文一等獎指導老師（05級學生和冠欣） 

2010年，湖北省優秀學士學位論文一等獎指導老師（06級學生袁玥） 

2010年，湖北省優秀博士論文指導老師（06級博士羅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