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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内容简介：这部近百万字的皇皇巨著，从学术的角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1978-2008年我
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变化，总结了经验，也探析了存在的问题，是继{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
之后的又一部中国新闻传播史力作。
在写作上。
全书采用“史记体”编写，共分绪论、总论、分论、补论四大部分。
绪论论述三十年来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总体历程和基本形态；总论抽出贯穿新闻传播事业发展整
个过程的四条线索，即新闻传播体系、新闻传播观念、新闻传播调控、媒介经营管理，进行历史脉络
的梳理；分论从横向展开，分别论述报纸、新闻期刊、广播电视、新媒体、通讯社、新闻传播学研究
、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历程；补论论述台湾解禁后、港澳回归后新闻传播业发展，以及海外华文传
媒1978年后的历史。
各章基本按照概述、大事年表、发展轨迹、媒体个案、典型个人、经验教训六个方面进行记述和论述
。
宏观上脉络清晰，结构合理；微观上能见度高，姑C信活动，人物作为，跃然纸上。
全书注重大量第一手史料的占有，是一部“信史”：注重论从史出，做到论述恰如其分，成绩写足，
同时，绪论和每章都专门有经验和教训（或经验和启示），指出其不足，甚至失误，以为今后的鉴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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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廷俊，男，1945年生，湖北天门人，华中科技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
、中国新闻教育史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副会长兼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历
任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教育部新闻学学
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是中国新闻史、网络传播和新闻传播教育。
其代表性学术著作有《中国新闻传播史稿》、《新记大公报史稿》、《科技发展与传播革命》、《中
国新闻史新修》等：主持完成了多项国家和省部社科基金课题，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八十余篇。
多项成果获省部级及以上的奖励，其中《新记大公报史稿》获吴玉章新闻学奖，《文理交叉复合型新
闻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与实践》获湖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方汉奇(1926-)，广东人。
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届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著有《中国近代报刊史》(1981)、《报史与报人》(1991、《新闻史
的奇情壮彩》(2000)等，主编有《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中国当代
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三卷本)、《中国新闻传播史》、《大公报百年史》等。
曾三次获吴玉章奖，一次获高校文科优秀教材一等奖，两次获北京市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一次获北
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
1984年被评为全国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1987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87、1997年两次被评为北京市
优秀教师。
1991年起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新闻传播史>>

书籍目录

绪论
　“渐进改革，边缘突破”——新时期中国新闻传播事业改革发展的路径
　　一、起点：从负起步
　　二、改革：步履维艰
　　三、发展：边缘突破
　　　(一)观念与理念
　　　(二)内容与形式
　　　(三)结构与规模
　　　(四)经营与管理
　　　(五)法律与法规
　　　(六)教育与学术
　　四、经验与教训同在
　　　(一)经验
　　　(二)教训
总论
　第一章 新闻传播体系演变史
　　一、新闻传播体系演变概述
　　二、新闻传播体系发展大事年表
　　三、新闻传播体系的发展变化
　　　(一)新闻媒介形态演变及形态体系发展轨迹
　　　(二)新闻制度体系的发展变化
　　　(三)新闻传播价值体系的发展变化
　　四、新闻传播体系发展个案
　　　(一)珠江经济广播电台
　　　(二)《中国青年报》“星期刊”
　　　(三)《计算机世界》
　　　(四)光线传媒
　　　(五)《新京报》
　　　(六)《广州日报》滚动新闻部
　　五、新时期新闻传播体系演变的经验和教训
　　　(一)新闻传播体系演变的经验
　　　(二)新闻传播体系演变的教训
　⋯⋯
分论
补论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新闻传播史>>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五，调整与变革舆论监督报道。
新时期，尤其是2。
世纪90年代后，新华社的舆论监督报道有不少新的调整与创新。
其一，以“党和政府明令禁止”和“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不良社会现象和反面典型为重点开展舆论
监督报道，组织采写和播发的问题性、批评性、揭露性报道，被众多报刊广泛采用。
例如新华社记者对国家几个部委工作人员上班迟到现象严重的报道，就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对教育乱收费、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齐齐哈尔制药二厂假药案、欣弗致人死亡案等社会焦点、热点问
题进行的报道和对商业贿赂专项治理所作的报道等，都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其二，把握好舆论监督报道的总量、时机和密度。
新华社在开展舆论监督工作的过程中总结了不少经验，如数量不宜过多，在整个报道中所占比例不宜
太大，而且要注意发表时机，考虑报道效果；应该选择那些在实际工作中确有普遍意义，对人民群众
确有教育意义的事件或问题；出发点应是建设c生的，要注意摆事实讲道理，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事实要认真调查核实，力求准确无误；牵动全局的问题，要请示中央；批评“这一类”，要善于通过
批评“这一个”来实现批评教育的意图；批评监督的意图和事实依据要结合起来，没有意图的批评，
会出现导向问题，没有事实做充分根据的批评，会出现失实问题等①，推进了舆论监督报道的健康进
展。
其三，形成监督合力，提高监督效果。
新闻舆论监督的主要特点是新闻性强、覆盖面广、影响力大。
有鉴于此，新华社在运用这种监督手段时，尽量选择那些“政府重视、群众关心、针对性强、教育面
广”的重大问题，尽量选择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事例，力求做到揭露面小、教育面大。
特别是“新华视点”、“新华时评”等栏目在这方面狠下工夫，在舆论监督方面取得了许多经验，受
到了领导机关的赞扬，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好评。
新华社还十分注意综合利用其他监督形式的监督成果，善于从中发现线索、挖掘题材，使舆论监督不
断向广度和深度拓展。
比如在舆论监督与审计监督的结合方面，2004年6月28日，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
人大常委会作2003年度审计工作报告。
记者当晚就采写了一篇题为《一份触目惊心的“审计清单”》的“新华视点”稿件。
之后，记者又与审计署取得联系，从审计报告中选出一批典型案例进行深入采访，形成了“审计清单
追踪”系列报道，促进了被监督单位的“整改”，减少了舆论监督“有始无终”和“只听雷声，不见
雨点”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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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2008)》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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