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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有人问，进和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最大特征是什么，不少人肯定回答道：是网络化和信息
化。
那么，什么是网络化、什么是信息化呢？
网络化则是指在网络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一切事物、一切人都通过网络联系着，而且都是该网络上不
可或缺的结点。
网络技术是多项技术的综合，是依托电脑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和网上服务技术等形成的综合电
子技术平台。
信息化又称为资讯化，是指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
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
可以看出，无论是网络化、还是信息化，都离不开人，离不开计算机，离不开现代高新技术和信息。
现在，我们可以发现无论你是去上班也好，还是回家也好，或是走进办公室，你都少不了要打开你的
电脑，或是浏览网上的新闻，或是查看一下自己的邮箱，或是进行网上聊天，或是在网上娱乐等等。
网络化、信息化在不断充实我们生活的同时，也在改变我们的行为，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
俗话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如今，通过计算机网络，无论地球上哪个角落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知道。
网络化、信息化也给传播学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可以说，如今传播学已成了一门非常热门的学科。
每一次社会的变革或新技术的出现都会给社会科学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网络化、信息化当然也影响着图书馆的发展，给图书馆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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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网络化、信息化在不断充实我们生活的同时，也在改变我们的行为，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
俗话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如今，通过计算机网络，无论地球上哪个角落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知道。
网络化、信息化也给传播学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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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志华，男，图书馆研究馆员。
长期从事高校图书馆工作。
现任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党支部书记、常务副馆长，浙江传媒学院图书情报研究所所长，浙江省图书
馆学会理事。
主持并参与省、厅级以上课题5项，校级课题5项。
在国家一、二类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出版专著l部，编著3部，担任40部《现代传播丛书》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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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西方的宗教、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方面的入侵接踵而来。
目睹了中国社会的腐败和西方的强盛后，一些中国的贤人志士们力图变革图强，主张“救国保种”。
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3种不同的思潮与主张：洋务派主张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向
西方学习船坚炮利，以建立新式工业的方式挽救中国：维新派力主变法革新，政治上建立君主立宪政
体，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上取消八股文取士，设学堂，办报纸，发展资本主义文化：
在洋务派和维新派的主张不奏效后，出现了革命派，他们主张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以此来
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这3种思潮的交融迭起，再加上帝国主义在经济、文化思想领域的入侵，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
快速的发展，从而也促使中国近代媒介的快速发展。
具体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①外国人在华创办出版机构：为了在中国更广泛地传播西方宗教思想，
一些西方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建立出版机构。
在中国开办最早的近代出版机构，是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清朝道光年间在上海成立了墨海书馆。
书馆除了印刷中文版圣经等一些宗教书籍外，还翻译出版了《几何原理》、《代微积拾级》、《谈天
》、《大英国志》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政治、历史和科学文化知识
。
该书馆首次在中国引进了西方印刷机械和铅字排版技术。
1843年后，在上海兴起一批由外国传教士主持的教会出版机构或外商出版机构，如土山湾印刷馆、美
华书馆、申昌书局、点石斋书局、益智书会、图书集成局、广学会等。
这些出版机构除了出版图书以外，还出版了一些报纸、杂志，这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媒介的发展
和变化。
　　②中国出版机构的兴起：随着西方新型印刷技术和设备的输入，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
要，中国相继产生了一批近代出版企业，其中有官办的，也有民办的。
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攻下太平天国天京（今南京）后，以重兴文化为名，奏请设立书局，刊
印古籍。
随之成立了江南书局、浙江官书局、湖南官书局、湖北官书局、广雅书局等。
洋务派创办的出版机构，多附设在洋务派创办的学校和工厂内，其代表机构有成立于同治元年（1861
年）的京师同文馆、成立于同治二年的上海同文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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