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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的这部“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是一部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内，
皋牢百代，卢牟六合，贯穴古今，笼罩中外，密切联系新闻传播工作的实际，广泛吸收新闻传播学的
最新研究成果，高挹遐揽，取精用宏，供新世纪的高等院校新闻传播院系教学使用的系列教材。
20世纪初以来的100年，是世界新闻传播事业飞速发展的100年。
这100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继报纸、期刊、通讯社之后，广播、电视、网络和多种新媒体
相继问世，新闻传播的媒介日趋多元化，新闻传播的手段日趋现代化，“地球村”变得越来越小，新
闻传播事业对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则变得越来越大。
这100年，也是中国新闻事业飞速发展的100年。
其中最近的30年，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发展得尤为迅猛。
据20世纪末的统计数字，截至20世纪的最后一年，即1999年，全国已有公开发行的报纸2100种，通讯
社2家，广播电台1200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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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闻理论教程：第2版》以新闻本体论、新闻业态论和新闻关系论为基本板块，以新闻精神论
为内在红线，建构了比较完整的新闻理论体系，注重普遍与特殊相统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在保持第一版优点的前提下，精简了内容，增加了必要的图示说明，提供了方便的“复习指点”，列
出了精要的参阅文献。
《新闻理论教程：第2版》不仅可以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基础课教材，也可以作为新闻业界人士
，新闻学研究者、爱好者的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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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保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际新闻界》副主编，全国新闻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秘书长，教育部“2006年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入选者，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第五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获得者。
长期从事新闻理论研究与教学，出版专著7部，本科、研究生教材3部，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主持各
种重要研究课题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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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新闻学与新闻理论第一节 新闻学科的性质与基本结构第二节 新闻理论的基本内容与目的第三节 
新闻理论的学习目的与学习方法第一章 新闻活动的本质与演变第一节 新闻活动的产生第二节 新闻活
动的本质第三节 新闻活动的历史演变第二章 新闻活动系统的构成第一节 新闻传播的类型与要素构成
第二节 新闻传收的环节构成第三节 新闻传收的基本矛盾构成第四节 新闻传收模式的构成第三章 新闻
活动者第一节 新闻活动者的一般构成及总体关系第二节 新闻传播者第三节 新闻收受者第四节 新闻传
收主体间的关系第五节 源主体、控制主体与影响主体第四章 新闻传收内容第一节 新闻的形态第二节 
新闻的界定第三节 新闻的功能第五章 新闻选择标准第一节 确定新闻传播内容的规律性标准第二节 确
定新闻传播内容的规范性标准第三节 确定新闻传播内容的其他标准第四节 收受者选择新闻的标准第
六章 新闻传播的普适原则第一节 新闻传播的事实原则第二节 新闻传播的价值原则第三节 新闻传播的
方法原则第七章 新闻传播的特殊原则第一节 我国新闻宣传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第二节 当代中国新闻宣
传工作的政治原则第八章 新闻传媒第一节 新闻传媒的类型与特点第二节 新闻（传媒）业的本质与特
性第三节 新闻体制第四节 新闻业的发展运行特征第五节 新闻业的功能第九章 新闻传播规律第一节 新
闻传播规律的本质与特征第二节 新闻传播规律的构成第三节 新闻传播规律的作用方式第十章 新闻自
由第一节 新闻自由的实质与内容第二节 新闻自由的来源与发展第三节 新闻自由的基本特征第四节 新
闻自由的实现第十一章 新闻道德第一节 新闻道德的含义、结构与意义第二节 新闻道德规范第三节 职
业新闻工作者的品质第四节 新闻道德评价第十二章 新闻传播环境第一节 新闻传播的内外环境第二节 
新闻传播环境的特征第三节 内外环境对新闻传播的影响第十三章 新闻关系第一节 新闻与政治的关系
第二节 新闻与经济第三节 新闻与文化第四节 新闻与技术第十四章 新闻符号世界第一节 事实世界与符
号世界第二节 新闻符号世界的创造第三节 新闻符号世界与新闻事实世界的关系选读书目经常应读刊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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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
”④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组成部分。
“在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历史上，开其端绪的，还是新闻史的研究”②，这和世界新闻学研究史开端于
历史新闻学是相似的③。
而且，我国新闻史研究的整体水平走在新闻学研究的前列。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第二、第三卷的出版，《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百年回顾》和《世界
新闻传播一百年》等研究项目的完成，充分体现了新闻史学研究的巨大成果。
方汉奇先生认为，新闻史，从宏观的角度来说，需要研究的是整个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从微观
的角度来说，则要研究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时代、一个时期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以及一类报
刊、一类报人乃至具体到某一家报刊、某一个报刊工作者和某一次宣传报道战役的历史④。
这实质上是说，新闻史也像其他学科的历史研究一样，包括通史研究、断代史研究和专门史研究。
对于新闻史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始终坚持科学的态度，从历史事实出发进行学习和研
究。
“事实是第一性的”，每一个从事新闻史研究的人，都应该对自己研究的历史经验事实进行详细的调
查研究，充分占有第一手材料，“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伪存真，去芜存菁”⑤，从而得出正确的
符合实际的结论，反映历史的真相。
学习新闻史特别是中国新闻史的主要目的在于：一是比较系统地把握新闻事业史的知识；二是“帮助
我们更好地借鉴和参考历史上各种新闻传播媒介的工作经验”，“帮助我们更好地向老一辈的新闻工
作者学习”，“帮助我们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历史上的新闻宣传活动的优良传统”⑥；三是从新闻史研
究者那里获得学习、研究新闻历史的精神和方法，为进一步的新闻研究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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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理论教程:第2版》：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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