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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论文集，论题涉及国际新闻的方方面面和跨文化传播这个全新的学术领域。
在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每日每时都有海量的国际新闻在全球流动。
但究竟什么是国际新闻？
其外在表现和内在实质是什么？
国际新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怎样？
各国国孙新闻媒体发展变化有何规律？
如何培养和造就新时代的国际新闻人才？
跨文化传播的内涵外延有哪些？
过去理论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并不多见。
本书作者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探索创新精神，从不同角度对上述问题作了初步研究，有些研究成果颇
具开创性，对从事国际新闻和跨文化传播的各方人士都会一定的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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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心国家在国际新闻传播中充当主角的表现形式有两种。
首先，作为产品形式的国际新闻传播，绝大多数内容都是关于中心国家的报道；其次，作为国际新闻
传播领域最大的传播者，在国际新闻输出和期刊贸易的数量上占据中心地位。
美国就是个典型的国际新闻和电视节目生产国和输出国。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提供的电视节目的时数是其他所有国家总数的两倍。
到了80年代后期，全世界每天的国际新闻有80％是由西方四大通讯社提供的。
边缘国家由于没有占据全球传播系统的中心地位，没有技术实力和经济实力，只能处于边缘地带充当
配角。
　　然而，国际新闻传播始终随着国际政治的变化而发展。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各国之间的对话逐步取代对抗，国与国之间通过交往而相互依存、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经济一体化
将各国文化、政治整合在一起。
可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竞争却日趋激烈。
尽管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将一些不平等的新闻交流条件强加在发展中国家头上，而世界上许
多发展中国家从70年代起纷纷携起手来，反对中心国家主宰国际新闻的现状，要求建立更公平、更公
正的新传播秩序。
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十来年，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使得新闻信息空前繁多，时时处处如大潮滚滚而来
，也使得各国各界空前繁忙，时时处处捕捉和挑自己所需要的新闻信息。
这一形势催促着国际新闻传播的新发展和新格局。
正如清华大学国际传　　播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所说：“在全球时代，谁掌握了传媒，谁就掌握了未
来。
”　　那么，怎样才能建立起国际新闻传播的新秩序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7年成立了以诺贝尔和
平奖得主——爱尔兰政治家赛恩·马克布莱德(Sean macbride)领导的“研究传播问题国际委员会
”(The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Problems)，经过两年多努，于1980年出版
了委员会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主要结论为：由于社会、经济及文化形态等的不同，各国
传播系统自然会有差异，因此，应支持各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发展新闻事业，把新闻传播与国家发
展结合起来。
诚如当时的教科文组织负责人密伯所说，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旨在使世界各地不同的声音传播出去，
被更多的地方收听，而非只有大国的声音才被听闻，从而增进各国的相互了解与沟通，促进世界和平
。
　　二　中国国际新闻传播现状及所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学者很早就认识到传媒的巨大社会功能，
先秦的许多学者重视传媒的政治劝服作用。
随后各代，都有学者对于传媒功能进行研究与阐述。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高度重视报刊在政策宣传方面的巨大功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国际新闻传播，将对外宣传视为党和国家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
。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要求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把地球管起来”。
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新华社已经由一个长期面向国内的国家通讯社，发展成为了具有双重职能、
重点对外的世界性通讯社，中国国际广播和国际电视已经覆盖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许多报
纸已上了因特网，直接对外发布新闻，中国的国际新闻传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目前，新华社已在海内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多渠道、多功能、多层次、多手段的国际新闻传播
体系，在海外拥有105个分社。
从布点情况看，已与历史悠久的西方大通讯社差别不大。
该社每天用中、英、法、西、俄、阿、葡7种文字24小时不间断地向世界各地播发新闻，日均发稿约60
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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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大广播是新华社作为世界性通讯社的主要代表，在各文种对外广播中发稿量接近西方大通讯社的
水平。
现在，新华社发展海外新闻订户的工作已经从发展中国家向欧美发达　　目前，新华社已在海内外建
立了一个庞大的、多渠道、多功能、多层次、多手段的国际新闻传播体系，在海外拥有105个分社。
从布点情况看，已与历史悠久的西方大通讯社差别不大。
该社每天用中、英、法、西、俄、阿、葡7种文字24小时不间断地向世界各地播发新闻，日均发稿约60
万字。
英文大广播是新华社作为世界性通讯社的主要代表，在各文种对外广播中发稿量接近西方大通讯社的
水平。
现在，新华社发展海外新闻订户的工作已经从发展中国家向欧美发达说，在全球的新闻信息传播中，
亚洲国家的声音与其在全球应有的声音相比实在是太小了，亚洲不能依靠跨国的媒体表达自己。
据他介绍，在当今世界新闻信息流中，2／3的内容来源于占全球人口仅l／7的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
家的报纸新闻中，来自发达国家的信息占60％。
　　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后，在竞争激烈的国际新闻传播环境里，中国的国际新闻传播事业既面临
历史性的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
当前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仍在主导着国际上的舆论环境，中国新闻界在国际上的声音依然微弱，中国需
要继续努力争取现实的话语权。
中国国际新闻界需努力奋斗，争取营造一个大中国的新闻空间，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树立中国良
好的国家形象。
　　三　我国新时期国际新闻人才的素质　　新时期的新闻定义　　据统计，目前新闻定义种类繁多
，几乎与给新闻下定义的人一样多，不下几百种。
然而最有代表性的有四种说法。
　　(1)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陆定一)。
　　(2)新闻是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传布(王中)。
　　(3)新闻者，乃是多数阅读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徐宝璜)。
　　(4)凡世界上所发生的新发现的与人类生存有关的事实与现实，都是新闻(萨空了)。
　　根据以上四种说法，我们可将之归为两类。
前两种为一类，即“新闻是⋯⋯报道(传布)”，后两种为一类，即“新闻为发生的事件之自身”。
这样我们就面临一个抉择：新闻到底是“报道”，还是“事实”。
黄旦在其《新闻传播学》一书里根据“新闻必须经过报道但不就是报道”和“新闻必须来自于事实但
并不就是事实”的观点，得出了这样的新观点：新闻是被传播(报道)的事实的信息。
这一定义，虽然不够完整，但却对什么是新闻作出了一个最基本的回答。
它坚持了先有事实后有新闻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又坚持了事实必须经过报道、传播而后才能成为新闻
的反映论立场。
既说明了事实、报道(传播)、新闻之间的关系，又注意到了三者的区别。
根据这一不够完善的定义，再结合不断发展的新形势，可得出下面比较完善的定义，即　　新闻是被
及时、公开传播的新近发生的重要的事实信息。
　　根据新闻传播学的理论，新闻传播与社会同步发展，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拥有不同的与之相适应
的新闻传播。
新闻传播之所以能与社会同步前进，是因为社会需要新闻，这一需求同时又推动传播技术的更新，而
传播技术的更新又成为推动人类新闻需求进一步发展的动因，从而使得新闻传播有了新一轮的发展。
这就是新闻传播与社会同步发展的基本规律。
　　从这个规律中，我们不难看出，立足于整个社会发展的观点，人们对新闻的需求是永远不会彻底
满足的；同样新的技术的创造和发明也是不会停滞不前的，所以新闻传播的发展也是永远不会停顿的
。
　　国际新闻的概念、特征及国际新闻人才的基本素质　　那么何谓国际新闻?顾名思义，国际新闻是
相对于本国国内新闻而言的，是被及时、公开传播的新近发生的重要的有关国家之间事实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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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允若教授在《国际新闻传播：跨世纪的飞跃与挑战》一文中总结了国际新闻传播的发展规律的
特点：(1)国际新闻传播始终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发展，又给国际政治经济以重大影响。
(2)国际新闻传播的客观需要，不断催促着传播技术的更新，而传播技术的进步又为其开拓前进的道路
。
(3)国际新闻传播的总体走向是：时效越来越强，内容越来越多样，渗透力越来越大。
　　马克思、恩格斯曾深刻地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
往的发展过程。
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取决于它的生产及内部和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
这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发展与对外交往是一种互为依赖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越发达，它的国际新闻事业也随之兴旺；反过来兴旺的国际新闻事业也给这个国
家政治经济乃至这个国家对世界的影响起到推进的作用。
现代国际新闻传播手段的进步离不开技术的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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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2002年金秋十月，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成立三周年的日子，也是国际传播学院的国际新
闻专业成立20周年的日子，在这个秋风送爽的日子里，我们编写了这么一个集子，作为一份礼物、一
个总结，送给这个值得庆贺的时刻。
　　过去的20年，是国际社会不平静的20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的20年。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躬逢其盛，不仅亲身经历了这场巨大的变化，而且始终站在了时代的潮头。
在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国际化潮流在国际社会刚刚萌动之际，我们的际新闻专业就应时
而生了；90年代，全球化的理论又被“全球化”　　，国际传播学院的成立又成了我们与时俱进，适
应时代的新努力。
国际传播学院的教师们，不仅在为国家培养新型的国际传播人才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而且进行了许
多可贵的理论探索，现在呈现出来的这个论文集，就是我们国际传播学院的教师们在辛勤教学之余进
行理论思考的一个成果。
　　国际传播是社会科学领域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出现，80年代至90年代初才成了国际社会的热门学科。
国际传播也是来源于传播学、国际关系学和新闻学等多学科的一门新兴的综合学科。
国际新闻既属于新闻学这门具有较长历史的成熟学科，又属于国际传播这一正在兴起的新兴学科，也
是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疏于探索的领域。
而跨文化传播是传播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新结合，90年代才在我国得到初步发展。
上述领域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研究空间和现实需要。
这本论文集就是对上述领域的若干方面进行探讨的尝试。
　　我们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这是一个传播竞争的时代；是一个国际化与全球化、本土化与国家化同时并存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
研究创新的时代。
我们知道我们这次的探索可能比较粗浅和不够集中，但我们希望这次初步的探索是一个正确的开始，
她将昭示着我们充满新希望的未来。
　　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　　蔡帼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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