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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闻理论教程》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l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
《新闻理论教程》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论述了
新闻学的基本原理，客观评析了西方新闻理论，并结合实际深入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指导
方针、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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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考察资本主义新闻事业的性质，就有必要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与之相适应的
生产关系。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居于主导地位，物质生产资料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资产阶级是社
会的统治阶级。
因此，资产阶级新闻事业，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它之所以成为这个社
会新闻事业的主流也不是偶然的。
资本主义新闻事业产生以后，就开始积极地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服务，竭力维护
这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这是它的基本职责。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资本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也有所不同。
例如，从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中，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到垄断资产阶级手中，与之
相适应，新闻事业也逐渐形成大大小小的垄断报业集团。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这个经济基础服务的。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在从过去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
渡。
1999年新修改的宪法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经济（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
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因此，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基本特征必然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人民掌握新闻事业的物质生产资料和
精神生产资料。
　　经济基础是新闻事业产生和发展的现实基础，它决定新闻事业的基本性质。
经济基础发生变革，新闻事业亦将或迟或早或快或慢随之变革。
另一方面，新闻事业对经济基础又有很大的反作用。
当它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并正确反映和服务于经济基础时，对经济基础的发展能起促进作用。
如果新闻事业不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它的活动就会同经济基础发生尖锐矛盾，对经济基础起破坏作
用。
回顾建国50年来，我国新闻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文化大革命”中某些报纸对社会所造成的灾
难性后果，我们就能更深刻地体会到新闻事业作为上层建筑，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多么的
直接和有力。
在正确路线指导下的新闻事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推动
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新闻舆论工具被“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所篡夺，性质发生了变化，它们宣
传贯彻的是“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攻击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唯生产力论”，说什么“宁
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它们批判广大农民发展正当副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他们“割资本主义尾巴”。
“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国民经济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固然是罪魁祸首，但也不能否认，某些新闻舆论工具对此亦负有一定的责任。
　　既然新闻事业是一种上层建筑，那么，它同其他上层建筑的区别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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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闻理论教程》可作为高等学校新闻学专业教科书，也可供新闻工作者自学考试或自修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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