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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闻改革30年研究书系》由三本书构成，《历史的选择》总结30年新闻改革的成败得
失，经验教训；《历史的轨迹》汇集记录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的典范之作；《历史的探
索》记录在新闻改革的探索过程中学者们的思考。 本书系给新闻改革的实践者们一个历
史的回顾，给当下新闻改革的探索者们一个现实的关照，让未来新闻改革者们薪传火续
。 本书为丛书之一，旨在总结我国新闻改革三十年的成果，记录学者们在新闻改革探索
过程中的思考，汇集了三十余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反映新闻学各研究方向上的探索，以
便读者完整地了解三十年来学界探讨的轨迹。  

内容简介

《新闻改革30年研究书系》从“进程与逻辑”、“理论探索”、“实践轨迹”三个维度
对新闻改革和新闻传媒业的转型与发展，进行了全面总结与整体观照，形成了《历史的
选择》、《历史的探索》、《历
史的轨迹》三本著作。
《新闻改革30年研究书系》从“进程与逻辑”、“理论探索”、“实践轨迹”三个维度
对新闻改革和新闻传媒业的转型与发展，进行了全面总结与整体观照，形成了《历史的
选择》、《历史的探索》、《历史的轨迹》三本著作。  本书揭示了新闻传播学者引领
、推动新闻改革的坚韧、不懈的突破和探索。本书从汗牛充栋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论文中
，以年度为线索，选择了30余篇能够代表30年间我国新闻理论研究探索成就的论文，试
图呈现学者“历史的探索”的努力成果。尽管时至今日，中国理论新闻学仍然未能形成
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和学术流派，也很难像转轨经济学、发展社会学那样高度概括其30
年的学术轨迹，但学者们坚韧、不懈的突破和探索，仍然在中国媒介的现代历程中留下
了珍贵的总结和纪录。也许受到种种因素的局限，导致这一选编还有一定的缺陷，但选
编者的主观意图大体上是实现了的。虽然我国的新闻理论探索以对实践的观照和引领作
为自身的使命，但理论并不是对实践亦步亦趋，自身有它的生成和发展逻辑。作者通过
对相关论文的选编和排序、评价，揭示出了这一新闻理论的生成和发展逻辑。本书的选
编者以10年为界，把我国新闻学理论的探索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
代末至80年代的10年。这一阶段，由引进信息概念引发的对于媒介功能的解放、对新闻
本性的重新认定、对于新闻规律的归纳和尊重是这10年的*贡献。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
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的10年。其间，最活跃的是伴随媒介经济的成长在媒介经营管理、
广告、资本运营、传媒集团等在经济逻辑上展开的研究。媒介经济、媒介产业化成为业
界和学界都炙手可热的话题。第三阶段：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10年。这一阶段的理论
探讨主要围绕中国传媒应对国际挑战、立足于寻求中国媒介做大作强、促进和谐社会构
建三个方面，但最后逐渐汇聚到一点：打造具备社会公信力的中国媒体，促进社会进步
，履行社会责任。这样的理论探索历程，大体上呈现出以“新闻”探讨开始，以对“专
业主义”的反思收尾的思考轨迹；“信息”、“媒介产业”、“专业主义”等构成了30
年间理论界探讨的关键词，也标志着新闻理论界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



三次思想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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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新闻定义新探
  人们不会按新闻定义办报，但是，对新闻定义的探讨，其意义却不可忽视，新闻定义
正确的程度，往往标志这门学科发展的程度，科学的新闻定义，对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
新闻观念，澄清新闻学研究中某些混乱思想，是会起着积极作用的。
  一、历史的回顾
  资产阶级新闻事业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所提到的新闻定义多如牛毛，可是迄今人们
仍在迷雾中徘徊，没有找到一个科学的答案。西方新闻学者，不是把新闻作为一种不依
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去进行考察，而总是在人们的主观感觉与认识方面去穷思
苦索。比如，他们把新闻定义概括为：
  “新闻者”读者所欲知之事物也。“新闻者，有人类之兴味，与人类生活上及幸福上
能发生影响之一切事件及观念等相关之原质的事实也。”（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
）
  “只有那些正在发生的、有人情味的，足以吸引大众，至少是相当一部分人的事实，
才能构成新闻。”（戴纳，美国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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