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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闻理论教程》自1999年出版至今已整整8年，先后印刷了十多次。
这期间，全国的新闻教育事业有了飞速的发展，截止到2007年底，全国共有新闻学类专业点六百多个
，在校生估计已超过十万人。
为了更好地适应新闻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特此修订了本教材。
　　修订过程中，我们在保留原书框架的基础上，就以下几个方面对原教材进行了适当的补充和修改
：　　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ldquo;三个代表&rdquo;重要思想为指导
，对全书的基本理论观点进行了审读，力求更好地体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近些年来党中央领导同
志关于新闻工作的重要指示也作了必要的补充和论述。
　　二、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在保留陆定一同志关于新闻定义的精髓的前提下，对新闻的定义进行
了探索，以期请教于同行。
　　三、对新媒体、新技术出现后给新闻事业带来的新变化及其发展趋势作了初步的探讨。
　　四、根据21世纪中外新闻事业发展的新情况，增补了一些新数据。
　　五、对原书的个别观点和实例作了适当的修改和调整。
　　由于修订时间比较紧，本教材修订恐未能尽如人意，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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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
本书立足现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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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修订版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在原书基础上做了适当的修改和补充，如对新媒体、新技术出现后
给新闻事业带来的新变化及其发展趋势作了探讨，修改了原书的个别观点和实例，增补了一些新数据
，补充和论述了我国最近几年来党的新闻政策等。
本次修订将会更加适合教学。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新闻学专业教科书，也可作为新闻工作者自学考试或自修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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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节  新闻理论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第二节  西方新闻理论评析    一、集权主义理论    二、自由主
义理论    三、社会责任理论    四、批判学派和民主参与理论    五、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关系的理论  第
三节  中国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第一章  新闻  第一节  新闻的起源  第二节  新闻的本源  第三节  新闻的定义
 第四节  真实——新闻的生命第二章  新闻传播  第一节  新闻传播的社会流程  第二节  新闻的倾向性  第
三节  新闻价值    一、新闻价值的含义    二、新闻价值要素    三、新闻价值的客观性和民族性  第四节  
新闻敏感  第五节  事实和受众在新闻传播中的决定作用第三章  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  第一节  古代报
刊  第二节  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    一、手抄新闻    二、周报和日报    三、早期的资本主义报
业    四、资本主义垄断报业    五、中国的近代报刊  第三节  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  第四节  新
闻事业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条件    一、社会对新闻的需求程度，是决定新闻事业产生和发展
的一个基本条件    二、物质生产和科学文化技术进步所能提供的物质手段，是制约新闻事业产生和发
展的又一个基本条件第四章  新闻事业的性质  第一节  新闻事业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
反映    一、新闻事业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同经济基础的联系更直接    二、新闻事业反映社会生活，报
道面最广，时效最迅速，影响极大    三、新闻事业通过特有的新闻手段为经济基础服务  第二节  新闻
事业的阶级性    一、新闻事业掌握在一定阶级手中    二、新闻报道的内容具有阶级性    三、新闻事业
阶级性的独特表现形式    四、新闻事业是阶级的舆论工具  第三节  两种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    一、两
种新闻事业分别建立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之上    二、两种新闻事业分属于不同的阶级，各自为本阶级的
利益服务    三、两种新闻事业分别宣传贯彻不同阶级的思想体系    四、两种新闻事业各自具有不同的
新闻体制第五章  新闻事业的社会功能  第一节  报道新闻  第二节  引导舆论  第三节  传播知识  第四节  
提供娱乐  第五节  刊播广告第六章  新闻自由与新闻事业的社会控制  第一节  新闻自由的提出及其历史
发展    一、新闻自由口号的提出    二、新闻自由的基本含义    三、新闻自由的发展过程    四、新闻自由
与无产阶级革命  第二节  新闻自由的相对性和具体性    一、新闻自由是相对的、具体的，而不是绝对
的、抽象的    二、新闻自由的内涵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    三、新闻自由始终伴随着一定的义务和
责任    四、资本主义新闻自由的实质    五、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形成和发展  第三节  新闻自由与新闻
事业的社会控制    一、社会控制的必然性    二、统治阶级及其政党对新闻事业的宏观控制    三、对新
闻事业的经济控制    四、对新闻事业的民族文化控制    五、新闻自由与社会全面进步  第四节  新媒体
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新闻自由与新闻事业控制第七章  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  第一节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
的渊源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报刊实践与新闻思想    二、列宁的办报实践与新闻思想    三、毛泽东
等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办报实践与新闻思想  第二节  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为党和
国家工作大局服务  第三节  坚持群众性原则，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第八章  反映实际，指导
实际  第一节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新闻工作的根本立足点  第二节  真实、全面、深刻、精
彩地反映事实的真相  第三节  正确把握新闻宣传的度  第四节  坚持实事求是，严防报道失实  第五节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报道权第九章  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  第一节  党性原则的提出及其发展  第二节  党
性原则的基本要求    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新闻宣传的指针    二、正确、全面、生动地宣传党的纲领
路线和方针政策    三、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和宣传工作纪律  第三节  把握正确的舆论导
向  第四节  主旋律和多样化第十章  舆论监督  第一节  新闻事业的舆论监督功能    一、舆论监督    二、
新闻传播与舆论监督  第二节  舆论监督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一、舆论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推
动力    二、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重要方式    三、舆论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   
四、舆论监督是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有效途径    五、舆论监督是揭露腐败、反对官僚主义的有力武
器  第三节  新闻批评是舆论监督的主要途径    一、新闻批评的舆论监督特点    二、新闻批评的社会保
障与支持  第四节  开展新闻批评的原则    一、新闻批评原则的确立和发展    二、新闻批评原则的现实
定位    三、新闻批评原则的基本要求第十二章  新闻媒介的经营管理  第一节  新闻媒介经营管理的地位
和作用    一、新闻媒介经营管理的含义    二、新闻媒介经营管理的地位和作用    三、新闻媒介经营管
理的理论基础    四、坚持政治家办报，倡导企业家经营，是社会主义主流媒体从事经营的正确方向第
二节  新闻媒介的经营    一、媒介经营的范围与内容    二、对媒介经营规律的探索  第三节  新闻媒介的
管理    一、新闻媒介的宏观管理    二、新闻媒介的微观管理    三、媒介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  第四节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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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经营与媒介集团建设    一、新闻媒介产业化的实质    二、新闻媒介经营变革的发展过程及其动因
第十三章  新闻队伍建设  第一节  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特征和社会责任    一、专职新闻工作者的产生    二
、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特征    三、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第二节  新闻工作者的素质和修养    一、政治
理论修养    二、文化知识修养    三、专业技能修养  第三节  新闻职业道德建设    一、新闻职业道德的产
生与发展    二、新闻职业道德的本质特征    三、新闻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与规范    四、认真解决当前
我国新闻队伍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第四节  新闻工作的法律规范    一、新闻传播活动中法律规范的
作用及调控方式    二、新闻传播活动中违法行为的主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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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20年代，国外开始出现&ldquo;大众传播工具&rdquo;这个概念，成为报刊、广播、新闻纪
录片的总称，以后又包括了电视和网络。
对新闻学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视角，出现了大众传播学。
50年代前后，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问世，给人们带来了思维方式的创新，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研究
信息传播的视野，并为人们提供了崭新的研究方法。
经过不断地探索和积累，逐步形成了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mdash;&mdash;传播学。
传播学以新兴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为指导，吸收了无线电通讯科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中
的概念和理论，从不同的专业角度描述和解释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并探讨其中的规律。
目前，传播学已在世界各国包括我国普遍流行。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卫星通讯、网络传播和多媒体等高新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传播学研究进
一步拓宽和深入，它汲取了新闻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对新闻学的研究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如上所述，新闻理论是新闻学的基础理论部分，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则属于大众传播的控制研究
范畴。
新闻传播活动是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任何新闻传播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
由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对精神生产手段的占有和对新闻传播活动的控制，因此，一定社会的
经济和政治制度对新闻事业和新闻学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有着不同的居于主导地位的新闻理论。
新闻理论主要研究新闻事业的性质、任务、作用及其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新闻事业与现实生活的
关系、与政治的关系、与群众的关系，新闻事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的工作原则，新闻职业道德和新闻
工作者的修养，新闻媒介经营管理的原理和运行机制，等等。
　　新闻理论不能代替采、编、摄、录、播等具体的新闻业务，但是它对具体业务有指导意义，是正
确有效地开展新闻工作的理论基础。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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