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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新闻摄影发展史（1978-2008）》是中国新闻社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合作项目课题
成果。
对1978-2008年中国新闻摄影理论与实践发展历程和成果的系统研究与梳理，是改革开放30年对新闻摄
影专业和行业发展的及时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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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上编 新闻摄影理论发展第一章 新闻摄影基础理论的发展一、关于定义的探讨和延伸二、对基本
特性界定的共识和发展三、题材的演绎第二章 &ldquo;图文并重、两翼齐飞&rdquo;理念的形成和发展
一、八十年代：提高新闻摄影的地位二、九十年代：两个提高一个关键三、第三个十年：图文整合传
播时代第三章 新闻摄影报道机制的演变一、新闻摄影队伍建设与用人制度改革二、考核制度与激励机
制三、组织协调与运行机制四、资源共享与自由撰稿人第四章 新闻摄影职业道德和法规行规建设一、
职业道德探讨和维护二、法规行规建设第五章 国际交流和借鉴一、西方新闻摄影理论推介与国际交流
活动二、理论研究与借鉴第六章 新闻摄影教育一、新闻摄影教育发展概述二、新闻摄影学学科建设与
教学改革三、21世纪的新闻摄影教育下编 新时期新闻摄影实践发展第七章 新闻摄影业务发展一、摄影
报道内容和方式的变化二、新闻摄影报道重大历史事件三、数字时代的造假之风四、通讯社摄影报道
改革五、党报摄影报道改革六、都市报新闻摄影业务的发展七、地市州盟报新闻摄影业务的发展八、
全国性和国际性新闻摄影业务交流九、《中国图片报》与《影响》第八章 图片编辑业务发展史一、图
片编辑职位从无到有二、图片编辑业务发展第九章 新闻摄影技术变革一、新闻摄影器材的发展二、从
传统暗房到电脑&ldquo;暗房三、报刊版面的彩色化四、传输技术的发展五、历届奥运会摄影报道中的
技术应用第十章 网络传播与手机媒体一、网络媒体的兴起二、新闻图片在互联网中走向市场三、流媒
体的出现四、手机媒体第十一章 图片供应与图片市场一、国内图片库的发展二、创意图片的巨大空间
三、图片库的新方向&mdash;&mdash;微利图片库四、国内图片市场的运作方式和存在问题附录新时期
新闻摄影发展资料汇总全国好新闻评选1978-2008年中国摄影师在荷赛中的获奖情况中国国际新闻摄影
比赛（华赛）2005-2009年中国摄影师获奖篇目中国新闻奖历届摄影作品列表中国新闻摄影记者&ldquo;
人民摄影报金镜头奖&rdquo;新闻摄影类历年获奖篇目&ldquo;中国新锐媒体视觉联盟新闻&rdquo;历年
获奖篇目大事记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中国新闻摄影发展史>>

章节摘录

　　决定一种媒介历史地位和命运的是它的要素，只是这种要素依然能合理存在，那么它所支撑的媒
介就拥有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
　　对新闻摄影来说，它生存和发展有哪些要素呢？
　　作为一种特定的媒介，我认为，新闻摄影必须具备六大要素：这就是传播主体、摄影器具、反映
对象、展示载体、受众群体、社会功能。
　　传播主体包括个体或群体，即包含摄影记录者以及他所服务的机构。
需要指出的是，在今天，摄影记录者可以是专业新闻记者，也可以是签约摄影师，甚至可以是有意识
和无意识的业余记录者。
　　摄影器具是记录新闻的载体。
自银版摄影术诞生一百多年来，摄影器具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性的飞跃，但它的基本特质并没有
因技术的改进而发生本质变化。
　　反映对象是一种客观外在，它是一种流动的、变化的、发展的人、事、物和社会生活。
　　展示载体是新闻摄影作品传播的媒介，随着科技、社会与审美观念的演变，传播载体因时而变，
从某种意义上，它反映并决定着新闻摄影的展现形式、时代风貌和兴衰趋向。
　　受众群体是新闻摄影的传播对象，它对新闻摄影的需求、读图能力和审美取向带有明显的文化和
时代特征。
在当代，受众群体呈现出明显的分众化倾向以及与传播主体角色兼备的趋势。
　　社会功能是对新闻摄影的一种政治和历史的界定，它因时代的变迁而被赋予不同的内涵。
　　正是以上六大要素，体现了新闻摄影作为一种媒介的基本构成。
这六大要素，自新闻摄影诞生以来，就客观存在着，直至今天，它们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形态和时代
内涵作用于作为媒介的新闻摄影，并且无论时代如何演变发展，这六大要素尽管会发生诸多变异，但
它将一直与新闻摄影这种媒介相伴而行，除非直至出现新闻摄影消亡的那一天，那才算是寿终正寝。
　　现在，让我们回到先前的问题上来：新闻摄影作为一种大众媒介，它会没落吗？
它会消亡吗？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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