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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与保密》

内容概要

情报和新闻与生俱来就是一对矛盾，情报要保密，新闻要公开。从人类的传播活动伊始，传播与反传
播、新闻传播与信息保密的矛盾就开始了。
    但是情报和新闻又往往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一则情报可能既具有情报价值又具有新闻价值，一
则新闻也可能既具有新闻价值又具有情报价值。由于情报价值和新闻价值一体同存，因此新闻价值与
情报价值、新闻源与情报源、新闻采编与情报搜集、新闻报道与情报的保密管理等就展示出密切而又
错综复杂的关系。
    正是基于新闻与情报的这种紧密关系，本书从新闻传播学和情报学两方面，对具有情报性质和新闻
的传播与保密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并提出了情报新闻这个概念。标新非为立异，管窥或有灼见，我
们希望通过这本小书的写作，在新闻传播与保密方面提出一些值得关注和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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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振祥　副教授　1963年3月出生，内蒙赤峰人，汉族，中共党员，1986年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毕业，获
文学学士学位。1991年吉林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1999年上海师范大学中文
系博士研究生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副教授，主讲《新闻评论》和《新闻
采访与写作》两门基础课，以及《网络言论》、《中国神秘文化与唐前的新闻传播》等短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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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情报和新闻与生俱来就是一对矛盾，情报要保密，新闻要公开。但情报和新闻又往往是一个事物的两
个方面，一则情报可能既具有情报价值又具有新闻价值，一则新闻也可能既具有新闻价值又具有情报
价值。本书从新闻传播学和情报学两方面，对具有情报性质的新闻的传播与保密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
，并提出了“情报新闻”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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