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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新闻教育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近几年已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研究生招生人数的增长超
过本科生招生人数的增长，个别新闻院系研究生在校的人数已接近本科生的在校人数。
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结构的重大调整。
　　研究生的快速增长是对新闻媒体渴求高级采编、管理人才的回应。
研究生除了少部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留校任教和去其他科研、党政机关外，他们中绝大部分将进入
新闻媒体。
与本科生相比，进入新闻媒体的研究生应该是学者型（专家型）的记者、编辑，他们应该有独立的科
研能力，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在一两个领域有自己独立的见解，真正成为高级记者、高级编辑、高级
评论员和管理人才。
在中国新闻传播业面临国际化的竞争之时，他们是一支任重道远的中坚力量。
　　然而，现在的研究生教育却难以达到这一水准，课程设置老化，师资力量不足，都是一时难以解
决的难题，许多研究生课程不过是本科生的延续，甚至和本科生大同小异。
而研究生教材空缺却是研究生教育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全国几十家新闻院系的硕士研究生点，至今
还没有系统的研究生教材。
　　有鉴于此，2001年5月，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信息与传
播研究中心联合全国高校新闻院系，决定共同出版一套研究生核心课程系列教材。
与会者共同商定：本教材是一套专著性、学术性教材。
教材一定要有原创性。
本教材应该吸收国内外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但绝不是编编写写，必须要有原创性见解和观　　点，
教材中除了历史陈述部分外，典型案例必须用最新资料。
教材一定要严格遵守学术研究的规范。
　　本系列教材作为研究生核心课程基本教材，涵盖新闻传播学的新闻、传播、广告三个专业以及三
个专业的十几个研究方向。
教材的撰稿人或主编都是这个研究方向卓有成就的学术权威或全国高校公认的学术带头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本系列教材向世人展示的是中国新闻传播学凹年来的研究成果，代表着当代中国新
闻传播学研究的最新水平。
我相信，它的权威性、前沿性和规范性将会得到社会的认可。
　　本系列教材的出版如果能够把全国高校研究生的教学推上一个新台阶，把新闻传播学研究推向一
个新层次，那将是我们全体作者的最大心愿。
　　复旦大学出版社长期致力于新闻传播学著作、教材的出版，品位上乘，累积丰厚，影响广泛。
这次，他们调集精兵强将，花费大量心力，确保本系列教材的出版，是深具战略眼光的举措，我谨代
表全体作者向复旦大学出版社表达深深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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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理论新闻学，即新闻理论，与历史新闻学（新闻事业史）、应用新闻学（新闻业务）一起，构成了新
闻学的三门分支学科。
本书与《新闻学概论》相衔接，然而又有所分工。
它着重阐述了新闻理论观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作的调整，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意识。
它是作者对当前我国精彩纷呈的新闻传播实践的敏锐感应，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新闻实践问题的
理论升华，也是对当今新的新闻理论问题所作的理性思考。
本书在写作上不刻意追求系统性，但是在专题性、研究性、前沿性等方面努力体现出鲜明的特点，力
求为丰富我国的理论新闻学作出一份贡献。
    本书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核心课程系列教材之一，既可作研究生教材，并可兼作高年级本科生参考
或考研辅助教材，也可供媒体及宣传等部门人士进修、培训、研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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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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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八、新闻实践与新闻理论创新　　新闻实践与新闻理论不进行创新就会失去活力。
创新，是新闻事业发展的灵魂。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新的生活内容层出不穷。
现实生活总是把前人所从未经历过的新课题摆到我们的面前。
我们无法回避，无法绕道而行。
面对新的实践进行思考和探索，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社会生活的变化，使原先的一套定则与现实不相适应。
例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管理新闻事业的模式，已经不符合现实的需要，有必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这同样离不开创新。
认定新闻传媒既有意识形态属性又有产业属性，按照双重属性的模式进行运作，这种认识和实践是前
所未有的，无疑是一种创新；整合现有的传媒资源，组建传媒集团，进行资本运作，把传媒做大做强
，这也是一种创新；在新闻业务层面，报道方式的不断改进，新的新闻文体的不断涌现，新的栏目的
设置和不断改革，都程度不等地包含着创新的成分。
　　在当今和未来，我们需要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创新：一是新闻观念的创新，要淘汰某些明显落后
于时代的新闻观念。
例如，只是把新闻传媒单纯看作党和政府的工作部门，看作与市场毫无联系的社会舆论机构；又如，
把坚持新闻事业党性原则与新闻传媒的市场化运作相割裂、相对立；再如，把新闻传播等同于某些思
想观念的生硬灌输，等同于简单的、乏味的宣传，等同于毫不讲究方法地重复某些概念；等等。
如果新闻观念没有相应的更新，就不可能有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的创新。
二是管理体制的创新。
应当承认，我们今天的管理体制，既有其合理的方面，又有其不合理的方面。
我们在对新闻事业的管理方面，在许多地方还保留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
与生生不息的新闻实践创新相此，新闻管理体制显得相对滞后。
当然，新闻管理体制的创新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需要谨慎而行；但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
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新闻传播业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新闻事业的主管部门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地进行管理体制创新，实在是追在眉
睫的事情。
与管理体制创新相联系的是机制的创新。
对于新闻传媒来说，要提高其核心竞争力，要能够占领市场和赢得受众，很重要的一条在于，必须进
行机制（用人的机制、劳动报酬分配的机制、经营的机制、资本运作的机制等等）的创新。
三是新闻业务的创新。
要研究怎样使新闻报道让受众感到耳目一新，喜闻乐见；要研究怎样通过创新增强新闻报道对受众的
吸引力和影响力。
靠老面孔、老套套，是不可能把受众的眼球吸引住的。
　　从口头上、理论上鼓励创新并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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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　　这是我学术研究生涯中写作最为艰难的一部著作。
丛书的总主编李良荣教授要求我，在该专著中对新闻学概论中的一般性理论不作泛泛的论述，而以市
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后新闻传播业所出现的重大实践和与此相联系的重大理论问题为研究探索的起点。
虽然近10年来我一直有志于研究新闻传播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有过一些思考和积累，发表过
一些学术论文，在平时的教学中也就此展开过比较系统的探讨，但进入到具体研究和写作的阶段，仍
然感到任务非常艰巨，以至于必须经常停下笔来，进行长时间的思考。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新闻事业紧随社会前进的脚步，也有了迅速的发展，新生事物层出不穷
：许多新生事物至今仍然在发展变动之中，这就给理论工作者进行价值判断和理论研究带来了很大的
难度，对变动中的事物作出判断，常常必须承担理论风险；对重大新闻实践和新闻重大理论进行近距
离的研究，往往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
总之，进行这样一种研究，难度是可以想见的。
　　但是，我始终认为，新闻理论研究应该有勇气面对新闻实践中所出现的现实问题，有勇气近距离
地研究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问题，有勇气思考和回答新闻实务界、新闻理论界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
。
新闻理论研究应当能给新闻实务工作者以启迪。
新闻理论研究应当解渴和管用。
　　本书也是我从事研究生教学工作所形成的结晶，复旦大学出版社在组稿时即把它列为“新闻传播
学研究生核心课程系列教材”中的一种，也是符合双方初衷的。
如它对新闻传播类研究生教学有什么帮助的话，便是对我莫大的鼓励了。
　　本书的写作，历时近两年时间，调动了本人近十年的积累。
尽管如此，本人仍然有一种诚惶诚恐的感觉。
　　本书的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是我邀请在读博士、本系青年教师夏文蓉副教授撰写的。
在此特作说明，并对她致以谢忱。
　　拙著的部分章节，曾在《江海学刊》、《江苏社会科学》、《南京大学学报》、《观代传播》、
《新闻业务研究》、《新闻记者》、《新闻界》、《新闻知识》、《新闻传播》、《中华新闻报》等
报纸杂志上发表过，在此向上述报刊一并致谢。
　　期待着得到批评指正。
　　丁柏铨　　2002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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