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乐传播音乐传播音乐传播音乐传播》》》》投稿须知投稿须知投稿须知投稿须知 

《音乐传播》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中国传媒大学主办的音乐类中文学术季刊，国内刊号

CN10-1064/J，国际刊号 ISSN 2095-395X，面向全国和海外正式发行。办刊宗旨为：刊载音乐传播及相关学

科教学和科研成果，探索音乐传播的基本规律、特点和方法，提供音乐传播领域学术交流平台，促进我国

音乐传播和音乐教育事业发展。刊物目前所设的主要栏目有“理论建设”、“传媒音乐教育”、“音乐科技与

创作”、“社会音乐文化建设”、“传统音乐文化传播研究”、“音乐文化产业”、“网络音乐透视”、“影视音乐

研究”、“音乐期刊研究”、“广播电视音乐论坛”、“中国高校校园音乐文化建设”、“国际学术前沿”等。 

《音乐传播》征稿对象为海内外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与科研人员，科研院所专家学者，文化事业、

文化产业、媒体等领域的从业人士等。 

敬请投稿者关注下述事项： 

1. 在本刊投稿和发表文章，无须缴纳任何费用。任何以本刊名义向作者收取费用者，均不能代表本刊

编辑部立场。稿件原则上应为音乐传播类题材的学术论文，并符合本刊宗旨。特别欢迎富有创意、观点鲜

明、材料翔实、论述深刻、结构严谨、含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来稿务必齐、清、定。 

2.来稿建议使用电子版，Word工作文档格式（*.docx或*.doc），发送至电子邮箱 mctougao@126.com。

请将文档作为附件（Attachment），并令邮件标题中包括“投稿”一词（若无此词，则无法收到自动回复）。

若使用电子文档和互联网确有困难，可先致电编辑部咨询（电话 010-65783710），经编辑部同意，可寄送纸

质版至：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号中国传媒大学 67号信箱（艺术研究院《音乐传播》编辑部）（邮编

100024）。为避免延误，请勿投寄个人。纸质稿恕不退还，请自留底稿。出于环保考虑，能使用电子版投稿

者，请勿寄送纸质稿。 

3. 来稿正文篇幅原则上不短于 3 000字，不超过 20 000字（但若是涉及重大的理论或实践问题，或阐

述重要学术思想的论文，可放宽字数要求）；标题应具有高度概括性，欢迎和鼓励提供文章题目的英文表述；

较长的稿件可以使用多级小标题，但尽量不超过三个层级。学位论文及其他长篇文稿，请按上述要求自行

删节、修订后再投送本刊。 

4. 除综述等非研究性文章外，来稿请附上 200字左右的中文摘要、3至 8个中文关键词；欢迎和鼓励

同时提供文章题目、摘要和关键词的英文版本。 

5. 文中若使用图表，须尽量少而精；若用谱例，原则上应使用五线谱，并标出谱例序号。最好提供

Sibelius软件生成的工程文件（后缀名为 sib）和 eps格式矢量文件；若用其他软件打谱，可仅提供矢量格式

文件，但请单独与编辑接洽，以便设法将谱表高度和谱行宽度调整至本刊的通用参数。 

6. 凡引用、参考他人文献，不管有无使用引号，均须详细注明出处。著录项目除了作者（编者、译者）、

标题之外，期刊文章还须标明刊名、卷期次、全文起止页码，著作则须标明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版

本、页码等，互联网文献则须标明网站名称、文献所在页面的完整网址（URL）、作者引用该网络资源的日

期等。请一律采用页脚注释，注释号码使用阿拉伯数字，注于文字右上角，且全文连续编号。凡与上述标

准规范明显不符的稿件，本刊有权请作者修改。 

7. 来稿请提供作者简介（包括作者真实姓名、工作单位、职务或职称、最后被授予的学位名及其所属

门类、主要研究方向、详细通信地址、邮政编码、电话号码、电子邮箱等）。 

8. 本刊欢迎科研基金项目成果，凡获基金资助的论文，请注明项目的正式名称和项目编号。本刊欢迎

体现国际学术前沿的译文，译稿请附原文和版权授予证明。如有疑难，可通过电子邮件向本刊咨询。 

9. 来稿应具有原创性，请勿一稿多投。本刊所录用文稿，作者按我国《著作权法》享有著作权，并不

得有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本刊依据我国《著作权法》可对来稿的文字和内容进行适当的修改和删节。

为宣传本刊或促进海内外学术交流，本刊全文或部分内容可能被上传到互联网，或为其他书面、电子出版

物收录、转载或摘编。作者若不同意上述删改或转载行为，请务必在投稿时预先声明，。本刊刊登的文字、

图片作品，若欲转载、摘登，请先通过电子邮件征得本刊同意，并按本刊要求实施。 

10. 本刊发表的所有文章内容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能代表本刊意见，请作者自负文责。 

11. 对于拟用稿件，本刊一般将在两个月内（最长四个月内）以书面或电邮方式给予答复。若逾期未

收到本刊对稿件的处理意见，作者可自行处理稿件。 

12. 本刊保留对以上征稿事项的修改权和解释权。 

谨此向您提出约稿邀请，衷心期待您在音乐传播学术论题上的真知灼见！让我们共同推动音乐传播学

科建设，推进我国音乐传播事业与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 

《音乐传播》编辑部  

二〇一八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