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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往出版的中国新闻史专著和教材，一般都是按革命斗争史为标准划分时期、建构编写框架的。
本书则是按媒体为单位建构编写框架的，这是本书的特色和亮点之一。
全书分五编介绍了中国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这五编的内容分别是：报刊史、广播电视史、通讯
社史、新媒体史和新闻教育与学术史。
在报刊史下，再分为官报史、民报史和党报史三部分。
本书的每一编均可单独成书，便于不同专业教学使用。
本书既适合高校新闻与传播学各专业师生作教材使用，也适合新闻从业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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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从“地域传播观”演变为“全球传播观”。
从人类新闻传播史发展来看，传播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人类对时间和空间的征服，都扩大了人类
传播的地域范围。
印刷媒介之所以比语言媒介先进，电子媒介之所以比印刷媒介先进，都在于后一种媒介比前一种媒介
更能克服时空的限制，把信息传播到辽阔的空间去，而媒体空间的拓展所带来的则是传播观念的更新
。
　　在传统的信息“手工复制”时代，世界各国的交流受限于地理限制，“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
，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①信息的流动极为不便，人类被分割在一个个“信息孤岛”上面，难以跨越地区和国家的界限。
以中国为例，中国尽管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原始形态的报纸，但这种报纸成为国家整个官僚结构的组
成部分，维持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
落后的传播观念所营造的是“天下中国”的世界观，在封闭保守的环境中沉醉于“泱泱大国”的美梦
，对外部世界的变动茫然无知。
　　现代印刷技术的出现，使人类大规模复制信息成为可能，凭借新闻媒介，人类得以了解万里之遥
的异国他乡所发生的事情，信息的全球流动成为可能。
但在印刷技术时代，民族国家是世界新闻传播的有效主体，文化精英垄断了新闻生产，政府能有效地
控制媒介的信息传播，保护国家的信息安全，信息的传播、媒介的管理与发行主要在国内进行。
　　电子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第一次具有了“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
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工具”的能力，②“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③全球传播观念开始萌生。
互联网是一种“无国界”网络，网上传播是一种“无国界”传播，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时空的延
伸”使得跨越遥远时空距离的新闻传播活动得以组织起来，伴随着技术、资本、原材料等资源的全球
流动，信息的流动也突破了民族国家的藩篱，跨国公司、媒介集团乃至网民成为世界信息流动的主体
，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传播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正越来越失去固定的空间，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界限正在被
消解。
在全球化的意义上来理解新闻传播，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新闻生产、媒介管理和媒介发行，新闻媒
介在其传播形态、组织结构，以及在媒介制度、媒介政策等方面，都发生着至深且巨的变化，其前景
，既充满了挑战，也充满着光明。
或许这样的一个时代已经初现端倪：“每一个单个人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
一致的。
至于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根据上面的叙述，这已经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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