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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诞生于新世纪之

初，是一个年轻的充满朝气的学院。在学院教师

墙上，呈现在你面前的是一张张年富力强、青春

帅气的脸庞，在国内外学界或新闻传播业界常常

可以发现他们活跃的身影。同时，正如学院院馆

的红砖灰瓦所辐射的厚重历史感一样，当我们追

溯一个世纪的清华历程时，可以感受到诸多曾是

清华学人的新闻传播巨擘久远的影响力。他们佐

证了从“通识为本，专识为末”到“又红又专，

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与“中西融会，古今贯

通，文理渗透，综合创新”学术范式的生命力。

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作为学科设置是起

步于1985年复建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当时设置了

中国语言文学和科技编辑两个方向，建立了我国

首个体现人文和科技交叉的科技编辑专业，招收6

年制的第二学士学位生。1994年，中文系本科调

整为汉语言文学、科技与文化传播和计算机语言

等3个方向，开始培养4年制的科技与文化传播方

向学士学位生。中文系科技编辑第二学士学位和

科技与文化传播学士学位方向培养的学生许多已

成为业界与学界的骨干。

1995年9月人文学院设立了跨学科的多媒体艺

术研究中心，由年前留美归国的青年学者奖获得

年轻活跃而底蕴深厚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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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熊澄宇博士任主任。1996年，在中文系由我国

舆论学首位博士、中文系副主任刘建明作为主要

牵头人，申报成功新闻学硕士授予权，开始培养

硕士生。1998年初，在学校领导班子务虚会上，

明确了加速建设一流文科的目标，并将新闻与传

播学科确定为重点建设学科。1998年10月，新

闻与传播学科从中文系剥离，与多媒体艺术研究

中心一起整合成立传播系。由时任人文学院副院

长、中文系主任的徐葆耕任代系主任，熊澄宇为

副主任，孙宝寅为书记。1999年，影视传播的青

年领军人物、博士生导师尹鸿教授加盟传播系。

同年夏天，为了适应中国走向世界的需要，为在

国际平台上发展新闻与传播学科并确立自身的影

响力，清华成立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新华社政治

文化编辑室主任、高级记者李希光调入清华出任

该中心主任。2000年当时担任清华党委副书记、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的我兼任传播系主任，同

年长期从事光电子器件及光通信系统研究并有丰

富基层工作经验的王健华从电子系调入传播系，

出任传播系党支部书记兼副系主任，与我一起负

责筹建学院的工作，任副系主任的还有熊澄宇、

尹鸿与李希光。继而留日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新

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崔保国、中国青年政治学

院新闻与传播系系主任李彬、清华外语系副系主

任、曾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奖”的范红等相继调

入。2001年传播系开始面向全国招收新闻学专

业（新闻与传播方向）本科生（文理兼收）。同

年，成立了影视传播研究中心（尹鸿任主任）、

新媒体研究中心（熊澄宇任主任）。凭借日益增

强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学科基础，围绕着国际传

播、影视传播、新媒体传播、媒介经营与管理等

主要方向，清华大学逐渐形成了精干的新闻与传

播教学科研师资团队，增强了在学界、业界的影

响力，尤其在国际传播、媒体与科技、艺术相结

合和影视理论与批评等方面的学术研究中取得一

定的优势。

2002年4月，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在2007年11月国际顾问委员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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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的时候，中国的新

闻与传播无论是在学术方面还是在实践领域，都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清

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宣告成立，我国新闻与传播

界资深人士，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教授出

任首任院长。同时聘请一批学界和业界权威人士，

组成学院的顾问委员会。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成立，

是清华大学建设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世界一流

大学进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

自学院成立以来，遵循 “素质为本，实践

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人才培养宗旨和

国际化的办学理念，发挥了清华大学的综合学科

优势和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在建设高素质、

国际化、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师资队伍，创建

一流新闻与传播学科，培养优秀的新闻与传播人

才，并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方面成绩卓著。继

2000年获得传播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后，2003年获

得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权。2004年媒介经营与管

理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崔保国出任主任（2008年

更名为媒介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同年以新闻

与传播学院为主干力量的清华大学文化产业研究

中心成立，后成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和被文化部命名为“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熊澄宇任主任； 2006年，学院获得新闻传播学

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2007年，被批

准设立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同年，在教育

部的支持下，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

教育改革研究中心成立，范敬宜院长亲任主任。

2008年，被教育部批准为本科特色专业建设实验

点。2006年，在全国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学科评

估排名中，年轻的清华新闻传播学排名第三，仅

次于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

大学等具有一级学科授予权的学校缺席评审）；

2009年，在全国所有具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校参

评的情况下，清华新闻传播学科与武汉大学并列

第四。同年，被中宣部、教育部列为国际新闻传

播硕士培养基地之一。2005年，学院获得“北京

市模范集体”称号；2007年，获得“北京市德育

工作先进集体”称号。学院新闻与传播教学改革

实验研究、新闻学课堂实践教学的改革与创新先

后获2004、2008年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奖。教

育部印发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学与实

践相结合调研报告》，高等教育司转发了《清华

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马克思主义新闻教育经验报

告》，对学院的人才培养思路和探索实践给予了

充分的肯定。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作为我国新闻与

传播学界的后起之秀，吸引力与影响力与日俱

增。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郭镇之，中国新闻

史学会副会长、曾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

院长的陈昌凤，新华社洛杉矶分社首席记者司久

岳，国务院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新

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新闻教育学

会副会长、曾任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的郭庆光

等先后加盟，为学院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而

一批优秀青年学者则使学院呈现令人鼓舞的发展

潜力；同时，诸多业界精英成为兼职教授团队成

员，每年还有多名外籍教授前来讲学，使学院与

业界血脉相连，与国际前沿息息相通。优秀的师

资力量，科学的办学理念，良好的学院文化生

态，吸引着众多的学子，每年都有一批名校的佼

佼者前来读研，而外国留学生的比例已趋近1/3。

当你进入这个学院，一定能够感受到浓郁的蓬勃

向上的气息。

范敬宜院长十分注重学院文化建设，他认

为“文化品质是媒体的灵魂”，文化是学院之

魂。学院继承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传

统，倡扬对国家与社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严谨

求实，追求卓越，努力以博大的胸怀和宽阔的视

野，注重中外、古今、科学与人文文化的融合会

通与创新。祝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生命

之树长青，文脉之源永恒”。

胡显章（左一）与范敬宜在2009年毕业典礼上高声歌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