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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中国新闻史进行全景式的反映，但又注重新和精。
本书融入新闻史研究的新发现，内容延伸至2010年，并注重对规律和启示的探讨；本书还融入新闻史
研究的新看法，尤其是从中国社会现代化和新闻传播专业化的视角，审视新闻与社会的关系，新闻事
业发展的规律和经验教训。
过去一般从革命史的角度、道德化的标准来看新闻史，本书则融入社会史的角度、现代化的标准。
革命史、道德化与社会史、现代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不能偏废又不能替代。
缺乏对其中一种的了解，也就不能深刻地认识另一种。
本书分四大部分：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其中每一时代又大致分为形成和发展两个阶段，明
显反映了新闻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

　　本书着重于基本事实和主要观点，以期让读者对重点内容有清晰深刻的印象；同时行文简约，力
求易懂易记。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本科生、高职高专学生新闻传播类相关专业的教材，还可作为新闻工作与宣
传部门人员进修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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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从新闻史看新闻传播发展的规律和启示
　一 从社会变化看新闻传播的发展规律
　二 从新闻媒介看新闻传播的发展规律
　三 从新闻媒介看新闻事业和产业的发展规律
　四 从中国新闻史可得到许多启示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
　第一节 新闻传播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一 从非语言到口语
　　二 文字及其载体
　　三 新闻媒介
　第二节 中国古代报纸
　　一 中国古代报纸的形成
　　二 中国古代报纸的发展
　思考题
第二章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形成（1815—1895）
　第一节 外国人办的报刊及其影响
　　一 外报的出现
　　二 鸦片战争后外报的发展
　　三 外报对我国的影响
　第二节 中国人自办近代报刊的开端
　　一 中国人早期的办报主张
　　二 中国人早期的近代报刊活动
　思考题
第三章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1895—1915）
　第一节 戊戌变法时期与第一次中国人办报高潮
　　一 维新派的重要报刊
　　二 第一次中国人办报高潮
　第二节 辛亥革命时期与第二次中国人办报高潮
　　一 改良派的报刊
　　二 革命派的报刊
　　三 第二次中国人办报高潮
　第三节 清末和民国初年的新闻出版法制
　　一 清末新闻出版立法的原因和过程
　　二 清末新闻出版法规的特征和意义
　　三 民国初年的出版自由原则和《暂行报律》风波
　　四 袁世凯时期的“癸丑报灾”和重建苛法
　思考题
第四章 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的形成（1915—1921）
　第一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第三次中国人办报高潮
　　一 陈独秀与早期的《新青年》
　　二 新文化运动与第三次中国人办报高潮
　第二节 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诞生
　　一 《新青年》改组
　　二 《共产党》和中俄通讯社
　　三 劳动者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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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中国早期的新闻专业化
　　一 报纸的专业化发展
　　二 专业记者的出现
　　三 新闻教育和研究
　思考题
第五章 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的发展（1921—1949）
　第一节 共产党崛起和首度国共合作时期
　　一 共产党 共青团报刊网
　　二 统一战线的报刊
　　三 工 农 学 军的进步报刊
　第二节 “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
　　一 共产党新闻事业浴火重生
　　二 国民党新闻统制与新闻媒介网
　　三 民营新闻传媒夹缝中求生
　第三节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
　　一 共产党新闻事业的重构与快速发展
　　二 国民党新闻事业的加强统制与走向崩溃
　　三 民营新闻事业举步维艰
　思考题
第六章 中国当代新闻事业的形成和曲折（1949—1976）
　第一节 新中国新闻事业体系的形成
　　一 新闻事业网
　　二 新闻事业管理
　　三 新闻媒介内容
　第二节 1956年的新闻工作改革
　　一 改革背景
　　二 改革过程
　　三 改革结果
　第三节 从整风 “反右”到“文革”前夕
　　一 “整风” “反右”时期的新闻事业
　　二 从“大跃进”到全面调整
　　三 从强调阶级斗争到“文革”
　第四节 “文革”时期的新闻事业
　　一 “文革”初期——夺权对象
　　二 “文革”中期——批判工具
　　三 “文革”后期——帮派武器
　思考题
第七章 改革开放起步前后的新闻事业（1976—1992）
　第一节 拨乱反正
　　一 大讨论带来思想大解放，推进拨乱反正
　　二 新闻界自身的拨乱反正
　第二节 探索进取
　　一 理论和体制探索
　　二 法制探索
　　三 经营管理改革
　　四 新闻内容改进
　　五 新闻媒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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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题
第八章 深化改革 全面发展时期的新闻事业（1992—）
　第一节 产业化发展的新推进
　　一 产业化发展的进程
　　二 事业性传媒的新改革
　　三 经营性传媒的转制
　第二节 数字化给新闻传播带来新变化
　　一 给新闻媒介及其功能带来变化
　　二 给新闻信息源和传者带来变化
　　三 给传播内容和形式带来变化
　　四 给传播方式和过程带来变化
　　五 给受众和效果带来变化
　　六 给新闻传媒经营和管理带来变化
　　七 媒体融合及其影响
　第三节 传统新闻媒体的新发展
　　一 报纸
　　二 广播电视
　　三 新闻内容
　第四节 通讯社的新发展
　　一 新华社信息产品及服务
　　二 新华社音视频新闻产品
　　三 新华社其他产品
　　四 中国新闻社
　第五节 尊重四权，科学发展
　　一 尊重四权推进新闻事业
　　二 科学发展观引领新闻事业
　第六节 新闻教育和研究
　　一 新闻教育
　　二 新闻研究
　思考题
第九章 台湾 香港 澳门地区1949年以来的新闻事业
　第一节 台湾地区1949年以来的新闻事业
　　一 解禁前的新闻事业（1949—1987）
　　二 解禁后的新闻事业（1988—）
　第二节 香港地区1949年以来的新闻事业
　　一 香港地区报业
　　二 香港地区的广播电视
　第三节 澳门地区的新闻事业
　　一 澳门地区报业
　　二 澳门地区的广播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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