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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现代经济新闻事业史研究浅见　　一、基本线索与阶段划分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势
力来到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破土萌生，在外资和本国封建专制势力的双重压迫下顽强地生长。
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资本主义经济的酝酿、发生和发展是社会转型
的主旋律和核心推动力。
所以说，中国近代新闻事业也必然要受到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这个历史趋势和追求现代化这条基本
线索的支配和制约。
基于此，可以把近现代经济新闻事业史的基本线索概括为新闻媒体和新闻人报道经济现代化、反映经
济现代化、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又不断提升自身现代化水平的历史。
展开说，就是各类媒体必然要有侧重地反映现代化进程的方方面面及各个层面；它们的活动必然会对
现代化进程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们自身作为社会的一个组织、单位和细胞，也要不断现代化，
也要争取媒体和报人的权利和自由，也要不断提高媒体和记者的专业素养，也要不断适应现代化的新
形势。
这是针对民族新闻事业而言的，就是外国在华媒体，想置身于中国现代化之外也是不可能的，它们的
活动直接、间接地反映着中国的现代化，并对中国现代化及民族新闻事业起到复杂的作用和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经济新闻事业是在风雨起伏中徘徊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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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新闻事业是近现代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经济新闻报道研究丛书：近现代经济新闻历程研究》以鸦片战争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新闻事业
的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对典型的历史时期的经济新闻媒体结构、版面、栏目、文体、题材、文风等
进行总结；联系现代化的进程，剖析重要媒体经济新闻报道的内容、观点、特点及其利弊得失；研究
政党、政府、政治家、业界和学界有关经济新闻业务和经济新闻教育的政策、思想和主张。
《经济新闻报道研究丛书：近现代经济新闻历程研究》以历史报刊作为基础性资料，并重点利用了历
史人物文集和官方档案文件集。
《经济新闻报道研究丛书：近现代经济新闻历程研究》对丰富和优化新闻事业史的内涵，深化新闻事
业史特别是经济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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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小农经济原本对自然灾害就缺乏抵抗能力，而晚清由于战争破坏和对外支付赔款，搞得民穷财尽
，加上吏治败坏，使得许多水利设施年久失修，结果导致大小灾害频繁发生，加剧了国家的贫弱。
陈炽认为，兴办新式报刊有助于提高抗灾救灾的能力，不失为提高国力的正确选择。
他举例说：“比年各省水早遍灾，重赖日报风行，有以感发善心，集捐巨款，明效大验，已如斯矣。
”容闳回忆说，1857年下半年，因黄河泛滥造成江苏北部大量难民涌人上海，上海的华人绅商乃请容
闳撰写英文募捐通告，向上海外侨募捐。
结果一周之内募款达2万元之多。
为了表示感谢和进一步推进募捐工作，容闳又撰写了英文的感谢信，登载于上海的英文外报上。
容闳在19世纪70年代曾在上海发起创办《汇报》，这种借助报纸募捐的经历大概也会是他办报思想基
础的一个方面吧。
 　　在郑观应看来，国人自办报馆有助于学习、借鉴西人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工商业制度，有助于提高
国防能力。
他在《盛世危言》（五卷本）中说：报纸应“于本国之兵机，不易轻泄；于敌人之虚实，不厌详明。
”“自有日报，足不逾户庭而周知天下之事，一旦假我斧柯，不致毫无把握，此有功于学业也。
其余有益于国计、民情、边防、商务者，更仆数之未易终也。
”事实上，郑观应之所以见识过人，能系统提出变革主张，与其经常阅读香港及上海的中外报纸是大
有关系的。
 　　在维新思想家的笔下，几乎都谈到话语权所涉及的国家主权和国防安全问题。
清政府在戊戌维新运动之前的几十年间，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办外文报刊、中文报刊，却禁止国人自办
报刊。
对这种是非颠倒的做法，思想家们呼吁尽快予以改变。
陈炽说：“中国于己民则禁之，于他国则听之，偶肇兵端，难免不曲直混淆，荧惑视听，甚非所以尊
国体而绵乱原也。
似宜晓谕民间，准其自设资本，不足官助其成，偶值开衅之时，必派专员稽察。
”他要求不再允许外人在华办中文报纸：“至西人报馆，宜与各使妥议，毋许再出华字报章”。
郑观应呼吁准许中国人自设报馆并禁止西人办中文报纸，他感慨道：“则常变经权，操纵在我。
较今日之禁止华人而听西人开设者，其是非得失损益为何如也！
”王韬痛感在华外人所办的西文报纸，“且其所言论，往往抑中而扬外，甚至黑白混淆，是非倒置。
”他认为，中国要想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把握主动，就应该努力争取国际舆论，积极影响外国受众，把
中国的正面形象和明确立场昭示天下。
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就在于“非自设西字日报不为功”。
据1874年的《中西闻见录》报道，容闳等人发起创办《汇报》，原因就在于不满意外人通过《申报》
掌控话语权，“以从前《申报》持论有不允当处，恐将来有偏袒不公，遂另设一局”。
显然，思想家们高度重视民族话语权，把它看作是捍卫民族利益的舆论阵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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