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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第一版的基础之上，根据作者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分为“新闻事业
在中国的出现与长足发展（1815-1895）”、“从民族报业的勃兴到新闻事业的全面发展（1895-1927）
”、“两极新闻事业的发展及其影响（1927-1949）”、“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建立、发展与改革
（1949-）”四大阶段，并据此将本书分为四编十六章，条理明晰，观点鲜明，构架合理，文字顺畅。
本书还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增加了新闻事业的产业化、集团化以及网络等新媒体的发展等全新内容
。
总之，本书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较第一版更为成熟和完善。
   本书可用作新闻传播学科的本科生、研究生教材，也可用作新闻从业人员学习进修的参考书、新闻
传播爱好者的自学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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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瑚，男，1955年7月出生于上海市，原籍江苏海门。
博士，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担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
导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新闻学会副会长等社会兼职。
1973年中学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工厂当工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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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新闻事业在中国的出现与长足发展（1815-1895）自人类社会诞生起，出于生活、生产的需要
，人类新闻信息传播活动也随之出现。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新闻信息传播活动可谓源远流长，其表现形式也由简而繁、由单一而
多样。
与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的新闻信息传播需求相应，“邸报”等被统称为中国古代报纸的新闻信息传播手
段在唐代以后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至清代时已出现类似于近代报刊形式的《京报》。
随着商业的出现与发展，广告也应运而生。
印刷广告在宋代的问世，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出现印刷广告的国家，比西方国家至少要早300多年
。
但是，新闻事业，作为人类社会有目的、有组织、专业化、规模化的新闻传播活动，则是在人类社会
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才可能形成。
因此，中国的新闻事业出现于19世纪初，比欧洲国家晚了200年左右。
当时，有几位英国传教士为便于在华布道而把近代报刊引进到中国来，揭开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序
幕。
但是，中国近代报刊进入长足发展时期，则是在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向外国人开放国门之后。
外国人在华主办的近代报刊，时称“外报”，在19世纪50年代后“渐行于中土”，70年代后迅猛发展
，至90年代中期维新变法运动兴起前夕已遍布全国，并垄断了当时中国的新闻舆论阵地与报业市场。
不幸的是，虽然国人在这一时期已认识到近代报刊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影响并开始尝试办报，但是这些
国人自办报刊因中国封建专制政府的百般钳制与迫害而只能是昙花一现，旋起旋辄，其对当时社会的
影响十分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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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第一版在2001年3月出版时，作者充满了惶恐之情。
虽然一直在探索、尝试根据中国新闻事业自身发展规律来进行历史分期，因而本书第一版在这一点上
也有一定的创新之处，但这些创新之处是否能得到新闻史学界的认可，可以说把握不大。
此外，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有不少已被发现的漏洞，或因学养不足而无力弥补，或因催稿太急而无暇弥
补，又添加了一份不安。
所幸的是，本书第一版问世后，中国新闻史学界的诸前辈存奖掖后生之情，各同仁有宽以待人之心，
誉之者有，毁之者无，即使当面或来信指出书中舛误之处者，也无不充溢着呵护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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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可用作新闻传播学科的本科生、研究生教材，也可用作新闻从业人员学习进
修的参考书、新闻传播爱好者的自学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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