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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当代新闻传播学系列教程：简明中外新闻事业史（
第2版）》是根据我院新闻学基础课程调整后的教学需要而编写的一部本科教材。
全书分上、下编，概括了从古代到当代中外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变化的历史。
将中外新闻史融入一本书，适应了院系课程调整的需要，体现了淡化通史课程，加强专门史课程”的
教学思路；中国新闻事业史部分也试图摆脱以往以中国社会革命史为主要依托的分期方法，采用了全
新的分期法，力图突出新闻事业自身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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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中国新闻事业史 第一章中国古代新闻活动 第一节报纸产生之前的新闻传播活动 第二节中国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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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办报高潮 第二节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办报高潮 第四章近代新闻事业的职业化发展 第一节民国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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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事业新格局的形成 第一节思想的解放与报刊宣传的再度涌起 第二节新型报刊出现 第三节广播电台
诞生 第四节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发端 第五节新闻业务的进步 第六章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建立与
发展 第一节中国共产党党报体系的建立 第二节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初步发展 第三节中国共产党新
闻事业的逐步成熟 第四节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从农村走向城市 第七章国民党新闻事业的建立与发展 
第一节国民党新闻网的形成 第二节国民党主要新闻机构的发展 第三节国民党新闻事业在大陆瓦解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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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大跃进”前后的新闻事业 第三节“文革”10年中的新闻界 第十一章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新闻
事业的新发展 第一节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的舆论准备 第二节新闻事业在改革中日趋繁荣 第三节市场
经济条件下新闻事业的新发展 第四节进入21世纪的新闻传播事业 第十二章1949年以来香港、澳门、台
湾新闻事业的发展 第一节1949年以来香港新闻事业的发展 第二节1949年以来澳门新闻事业的发展 第三
节1949年以来台湾新闻事业的发展 下编外国新闻事业史 第十三章新闻传播的滥觞与古代报纸 第一节
新闻传播起源与发展 第二节早期古代报纸 第十四章近代报业 第一节印刷新闻与近代报纸的出现 第二
节英、美、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与报刊 第三节英、美、法等国革命后的“政党报纸” 第四节“廉
价报纸”产生与发展 第十五章现代报业 第一节现代报业产生的背景 第二节垄断报业形成的原因及状
况 第三节垄断资本主义对报业的控制 第四节对垄断新闻事业认识与评价 第十六章无产阶级报刊的创
建与发展 第一节早期无产阶级报纸 第二节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报刊活动 第三节社会主义国家报刊 第
十七章各主要国家报业及新闻业概况 第一节美国的报业 第二节英、法、德等国报业 第三节日本报业 
第四节俄罗斯报业 第十八章通讯社发展历史与现状 第一节通讯社特点与传播背景 第二节早期西方通
讯社与“三社四边协定” 第三节通讯社变迁 第四节新闻通讯社现状 第十九章广播电视事业产生和发
展 第一节广播电视发展历程 第二节广播电视体制 第三节世界著名的广播电视机构 第二十章国际传播
新秩序与全球化 第一节世界新闻传播中的不平衡现象 第二节建立世界新闻新秩序的斗争进程 第三节
斗争的成果及未来展望 第四节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新闻传播 第二十一章互联网传播的出现与发展 第
一节互联网的内涵与发展历程 第二节网络新闻的传播 第三节主要国家互联网的发展状况 主要参考书
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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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二节 中国近代民族报业的萌芽 一、国人早期与外报的接触及办报构想 国人最早接触近代
报刊的是为第一批传教士报刊工作的印刷工人。
如梁发不但为《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做刻印工作，还写些短文。
但他们没有在新闻领域真正产生作用，因而也不为新闻史研究者注意。
 最早从外报出版中认识到报刊作用的是林则徐和魏源。
1839年3月，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赴广州办理“夷务”，查禁鸦片。
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发现“夷人刊印之新闻纸”能提供不少情况，所以“辗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
”。
林则徐搜集的报纸主要是英文报纸《广州周报》和《广州纪录报》（这两家报纸原在广州，1839年迁
至澳门），少数来自伦敦、孟买等地。
这些编译的材料，后被整理成册，称为“澳门新闻纸”，现存6卷，主要收集了1839年7月至1840年11
月外报刊登的一些材料，包括英政府纵容和支持鸦片贸易并准备发动对华战争与英国人民反对鸦片贸
易支持中国禁烟等。
林则徐将这些材料作为自己和同僚了解夷情的重要参考。
他还将部分译稿加工整理呈送道光皇帝阅览。
这一部分内容被魏源收入《海国图治》，题为《澳门月报》。
这些翻译材料在林则徐抗英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正如他自己所说：“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
制取准备之方，多由此出。
”中国人第一次成功地利用了近代报刊这个新生事物为自己服务。
 魏源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的思想。
他依据林则徐翻译的材料和其他文献编著了著名的《海国图治》一书，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
观点，并进一步将编译材料的宗旨阐发为：“知己知彼，可款可战，匪证奚方，孰医瞑眩。
”其中，“医瞑眩”的提出也是很有意义的。
 太平天国的后期，总理其朝政的洪仁歼在研究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之后，于1859年提出了具有革新
意义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
他从国家政权建设的宏观角度高度评价了报纸的作用，认为报纸是维系中央政权、加强统一领导的有
力工具，报纸不但可以禁朋党之弊，还能对地方政权机关和官吏进行监督，起到监察政治的作用；报
纸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手段，它可以沟通中央决策和民间公议；报纸还有教育民众、移风易俗的作用等
等。
基于此，他提出准设新闻馆、准卖新闻篇、兴各省新闻官等建议。
这是近代国人最早对于新闻的理论认知和办报构想。
但不久太平天国失败，洪仁玕的办报主张未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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