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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人物
哈艳秋，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广播电视史研究委员会

理事。负责主持国家社科项目《邓小平新闻思想研究》、
教育部项目《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史研究》、中国广播电

视协会项目《日本侵华时期的日伪广播研究》和《我国
广播电视制播分离研究》等。参与完成国家社科项目
《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中国电视史》，国家广电总局项

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筒史》，并出版了《中国新
闻传播史研究》、《中国新闻事业史教材》等学术专著。
有多篇论文和著作获得省部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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