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较新闻传播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比较新闻传播学》

13位ISBN编号：9787300040394

10位ISBN编号：730004039X

出版时间：2002-5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童兵

页数：36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比较新闻传播学》

内容概要

比较新闻传播学，ISBN：9787300040394，作者：童兵著

Page 2



《比较新闻传播学》

作者简介

　　童兵，1942年11月26日出生于浙江绍兴，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8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
闻系成为第一个新闻学博士，1990年晋升为教授。现为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香
港树仁学院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问题顾问，北京记协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新闻传播原理、马克思主义
新闻思想、新闻思潮及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新闻改革。　　出版的主要专著有《马克
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
新闻传播理论》等，主编了《中西新闻比较论纲》等四部图书，合作出版了《新闻理论教程》（获国
家优秀教材二等奖）、《新闻事业概论》（获国家优秀教材二等奖）等五部图书，先后发表新闻传播
学论文三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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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新闻传播学》

书籍目录

前言 在比较分析中深化新闻传播学研究
第一章 研究比较新闻传播学的意义和方法
一 史论编 
第二章 中西新闻传播史回眸
第三章 中西新闻传播观念辨析
二 体制编 
第四章 中西新闻传播体制异同
第五章 中西新闻传播调控审察
三 运作编
第六章 中西新闻传播实务观照
第七章 中西新闻教育对比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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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新闻传播学》

精彩短评

1、其实这种剪刀加浆糊的书，真的不知道怎么读~
2、目前这个领域比较好的书，不过，仍有完善的空间。
3、傻逼
4、屎一样
5、老爷爷们是不是都不适合教书- -
6、　　由于许多主客观因素，中西在新闻传播的传播理念，传播体制等，都不尽相同，《比较新闻
传播学》一书充分使用比较方法论，通过对不同国家、地区的新闻传播现象、新闻传播事业进行系统
的比较研究，全面深入地揭示新闻传播规律的新闻传播规律。
　　《比较新闻传播学》的首章就对研究比较新闻传播学的意义和方法进行介绍。比较新闻传播学研
究的目的是为了探索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认识不同媒体生态下的新闻传播特点，批判地借鉴外国经
验，促进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在进行比较研究的话，就必须在坚持可比性原则、统一性原则和
多样性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同类比较和异类比较、异期纵向比较和同期横向比较、静态比较和动态比
较。为更好地进行比较，此书从史论、体制、运作三大方面展开叙述，全面的陈述了中西传播的不同
。
　　首先是史论篇。史论篇主要对中西新闻传播史回眸，以及对中西传播观念的辨析。每个国家都有
自己传播的历史轨迹，书中对早期的一些传播活动和媒介进行了讲述，同时，对德国、美国、英国、
日本、法国、俄国六国新闻传播史进行扫描，为中西新闻传播比较研究拉出了比较背景。此章节还着
重介绍了中国新闻传播史。从古代报纸的起源，近代报业的传入和民族报业的兴起到现代新闻传播事
业的形成与发展和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书中都做了全面概括。中西报刊、广播、电视、通
讯社衍进拓展的历史表明，新闻传播事业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
定水平，社会能够提供生产报刊等新闻媒介的全部必要物质条件；二是社会能够提出对于某种新闻媒
介的广泛、普通、合适、不可缺少的要求。通过对中国和六国新闻传播史的比较也说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是不管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何不同，新闻传播活动和新闻传播事业以怎样的形态和什
么时间出现，他们在发展过程中有分别出什么特点，但它们所反映出来的新闻传播事业形成发展的基
本规律是一致的；第二是中国和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不仅中国同六国表现出不同的
特点，走过了不同的路径，就是六国之间，也反映出不同的特点和路径。
　　史论篇还有一个要点是各国的传播观念的不同。新闻观念是人们关于新闻传播的看法、思想，是
人们关于新闻传播行为、现象、新闻媒介及新闻作品等进行思维活动的结果，是物化的新闻活动及新
闻产品在人脑中留下的形象。在不同的新闻传播环境和传播制度下，有着不同的新闻传播实践，形成
不同的新闻传播体制、机制和方法，因而生产出不同的新闻传媒和新闻作品，由此而形成不同的新闻
传播观念。由于中西的新闻传播环境和传播制度的不同，对各种传播观念也有不同的理解，书中对媒
介性质观、传媒功能观、新闻真实观、新闻传播观、新闻价值观、新闻宣传观、新闻舆论观、新闻权
利观、新闻受众观进行了比较分析。中西新闻观念的不同或差异，主要是因为双方认识客体（即物质
的东西）是不同的。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由于传媒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呈现不
同的性质、功能与特征，人们对这些传媒及其运行方式的认识不同，因而有着不同的新闻观念。
　　其次是体制篇。在当代社会，新闻传播媒介是按照一定的结构、功能和规则联合而成的一种机构
、组织、事业，它是在社会结构中最具规模、最有实力的信息产业，又是最有影响、最具威力的社会
舆论机关。但由于传媒所承担的具体社会使命不同，所有人与经营人的媒介宗旨不同，民族传统与主
流文化及价值取向的不同，以及传媒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特色与习惯不同，不同经济基础上和不同社
会制度下的新闻传播体制是不同的。
　　《比较新闻传播学》对于新闻体制的不同，主要从所有制形式、传媒编辑方针和组织构架三个方
面分析。首先是所有制分析。所有制主要涉及所有制及所有权的问题。书中提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新
闻传媒，他们的所有制都以私人占有的形式为主。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传媒正好相反，均以国家所
有制形式即政府所有为主。各国新闻传媒所有制形式及其发育程度，是同该过社会经济及政治制度的
性质密切相关的。然而新闻传媒的所有制体制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形成后有一定的稳固性，但随着
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原先的所有制也将随之而变动。其次是传媒编辑方针。书中简略介绍了各国的传
媒编辑方针，并对中西传媒编辑方针的不同进行了分析。它们的不同主要是因为立场和倾向、消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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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新闻传播学》

意见、满足读者需求、风格与特色等的不同而产生的。最后是中西传媒的不同组织架构。所谓传媒的
组织，指传媒将各种人员按特定宗旨组合成为有序有效运行的传播与经营系统。架构最佳传媒组织的
目的是，用最短的时间掌握最多的受众；以最少的物资发挥最大的效能。书中介绍了中西组织构架的
一般模式，同时对中西传媒组织构架进行了对比，主要有几点不同：关于所有所有权与经营权；关于
编辑部和经理部；关于新闻权与言论权；关于管理层次与效率。
　　体制篇还有个问题就是中西新闻传播调控审查。新闻的调控，从社会功能和实施渠道来说，是一
种社会调控。国家、政府、政党、社会集团、行业组织处于各自的利益、目的等需要，利用物质、法
律、政策、规章等手段，对新闻传媒的采编、经营活动和新闻的流向、流量进行强制性的管理与约束
，是社会对新闻传播调控的主要内容。新闻调控包括一般特征、新闻法制和新闻伦理三方面。书中对
这三方面进行了全面介绍，全面展现了中西新闻调控的不同及产生的原因。
　　最后是运行篇。运行篇主要由中西新闻传播实务参照和中西教育对比两部分组成。新闻传播是一
个有规律的信息流动过程。新闻传播过程包括一系列相关联的中间环节，而传播者、新闻传媒和新闻
受众是其中最基本的，不可缺少的主要环节。新闻实务主要是新闻从业人员推进新闻传播过程所承担
的职业事务。中西新闻传媒实务不同主要表现在对新闻消息的把握上，对新闻的处理上和新闻评论的
处理上，及各自的编排特色上。中西各国的新闻传播实务由于国情不同、传媒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同
，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实务本身的内涵及显示的特点都不同。从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新闻传媒的角色定位、新闻传媒的功能显示、运行机制等方面都是不同的。
　　再说新闻教育。新闻教育是为传授新闻知识和技能、培养新闻传播人才而进行的专业教育。新闻
教育是新闻传播机构和新闻传播活动的人力资源保障，又是新闻传播事业生产流程中的“上游工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国家开始在基础教育中增加了新闻教育的内容和课程，使新闻教育成为
全民教育的一部分。正规的、成规模的新闻教育开始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而中国的新闻教育相对
发达国家，是起步较晚的，开始于20世纪初叶，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是中国新闻教育
的发端。之后中国的新闻教育发展迅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新闻教育进入了全速发展的阶
段，有了许多新的发展变化。许多新闻课题体系得到优化，新闻教材已经配套；师资队伍有所扩大；
成人新闻教育也发展迅速；开始探索新的新闻办学体制等。书中还提出了一些新闻教育的不足，同时
，为我国新闻教育的发展提出了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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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新闻传播学》

精彩书评

1、由于许多主客观因素，中西在新闻传播的传播理念，传播体制等，都不尽相同，《比较新闻传播
学》一书充分使用比较方法论，通过对不同国家、地区的新闻传播现象、新闻传播事业进行系统的比
较研究，全面深入地揭示新闻传播规律的新闻传播规律。《比较新闻传播学》的首章就对研究比较新
闻传播学的意义和方法进行介绍。比较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索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认识
不同媒体生态下的新闻传播特点，批判地借鉴外国经验，促进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在进行比较
研究的话，就必须在坚持可比性原则、统一性原则和多样性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同类比较和异类比较
、异期纵向比较和同期横向比较、静态比较和动态比较。为更好地进行比较，此书从史论、体制、运
作三大方面展开叙述，全面的陈述了中西传播的不同。首先是史论篇。史论篇主要对中西新闻传播史
回眸，以及对中西传播观念的辨析。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传播的历史轨迹，书中对早期的一些传播活动
和媒介进行了讲述，同时，对德国、美国、英国、日本、法国、俄国六国新闻传播史进行扫描，为中
西新闻传播比较研究拉出了比较背景。此章节还着重介绍了中国新闻传播史。从古代报纸的起源，近
代报业的传入和民族报业的兴起到现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形成与发展和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
书中都做了全面概括。中西报刊、广播、电视、通讯社衍进拓展的历史表明，新闻传播事业的产生必
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能够提供生产报刊等新闻媒介的全部
必要物质条件；二是社会能够提出对于某种新闻媒介的广泛、普通、合适、不可缺少的要求。通过对
中国和六国新闻传播史的比较也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是不管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何不同
，新闻传播活动和新闻传播事业以怎样的形态和什么时间出现，他们在发展过程中有分别出什么特点
，但它们所反映出来的新闻传播事业形成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一致的；第二是中国和六国新闻传播事业
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不仅中国同六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走过了不同的路径，就是六国之间，也反映
出不同的特点和路径。史论篇还有一个要点是各国的传播观念的不同。新闻观念是人们关于新闻传播
的看法、思想，是人们关于新闻传播行为、现象、新闻媒介及新闻作品等进行思维活动的结果，是物
化的新闻活动及新闻产品在人脑中留下的形象。在不同的新闻传播环境和传播制度下，有着不同的新
闻传播实践，形成不同的新闻传播体制、机制和方法，因而生产出不同的新闻传媒和新闻作品，由此
而形成不同的新闻传播观念。由于中西的新闻传播环境和传播制度的不同，对各种传播观念也有不同
的理解，书中对媒介性质观、传媒功能观、新闻真实观、新闻传播观、新闻价值观、新闻宣传观、新
闻舆论观、新闻权利观、新闻受众观进行了比较分析。中西新闻观念的不同或差异，主要是因为双方
认识客体（即物质的东西）是不同的。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由于传媒在不同
历史条件下呈现不同的性质、功能与特征，人们对这些传媒及其运行方式的认识不同，因而有着不同
的新闻观念。其次是体制篇。在当代社会，新闻传播媒介是按照一定的结构、功能和规则联合而成的
一种机构、组织、事业，它是在社会结构中最具规模、最有实力的信息产业，又是最有影响、最具威
力的社会舆论机关。但由于传媒所承担的具体社会使命不同，所有人与经营人的媒介宗旨不同，民族
传统与主流文化及价值取向的不同，以及传媒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特色与习惯不同，不同经济基础上
和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新闻传播体制是不同的。《比较新闻传播学》对于新闻体制的不同，主要从所有
制形式、传媒编辑方针和组织构架三个方面分析。首先是所有制分析。所有制主要涉及所有制及所有
权的问题。书中提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传媒，他们的所有制都以私人占有的形式为主。而社会主
义国家的新闻传媒正好相反，均以国家所有制形式即政府所有为主。各国新闻传媒所有制形式及其发
育程度，是同该过社会经济及政治制度的性质密切相关的。然而新闻传媒的所有制体制也不是固定不
变的，它形成后有一定的稳固性，但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原先的所有制也将随之而变动。其次是
传媒编辑方针。书中简略介绍了各国的传媒编辑方针，并对中西传媒编辑方针的不同进行了分析。它
们的不同主要是因为立场和倾向、消息与意见、满足读者需求、风格与特色等的不同而产生的。最后
是中西传媒的不同组织架构。所谓传媒的组织，指传媒将各种人员按特定宗旨组合成为有序有效运行
的传播与经营系统。架构最佳传媒组织的目的是，用最短的时间掌握最多的受众；以最少的物资发挥
最大的效能。书中介绍了中西组织构架的一般模式，同时对中西传媒组织构架进行了对比，主要有几
点不同：关于所有所有权与经营权；关于编辑部和经理部；关于新闻权与言论权；关于管理层次与效
率。体制篇还有个问题就是中西新闻传播调控审查。新闻的调控，从社会功能和实施渠道来说，是一
种社会调控。国家、政府、政党、社会集团、行业组织处于各自的利益、目的等需要，利用物质、法
律、政策、规章等手段，对新闻传媒的采编、经营活动和新闻的流向、流量进行强制性的管理与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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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新闻传播学》

，是社会对新闻传播调控的主要内容。新闻调控包括一般特征、新闻法制和新闻伦理三方面。书中对
这三方面进行了全面介绍，全面展现了中西新闻调控的不同及产生的原因。最后是运行篇。运行篇主
要由中西新闻传播实务参照和中西教育对比两部分组成。新闻传播是一个有规律的信息流动过程。新
闻传播过程包括一系列相关联的中间环节，而传播者、新闻传媒和新闻受众是其中最基本的，不可缺
少的主要环节。新闻实务主要是新闻从业人员推进新闻传播过程所承担的职业事务。中西新闻传媒实
务不同主要表现在对新闻消息的把握上，对新闻的处理上和新闻评论的处理上，及各自的编排特色上
。中西各国的新闻传播实务由于国情不同、传媒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同，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
实务本身的内涵及显示的特点都不同。从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闻传媒的角色定位、新闻
传媒的功能显示、运行机制等方面都是不同的。再说新闻教育。新闻教育是为传授新闻知识和技能、
培养新闻传播人才而进行的专业教育。新闻教育是新闻传播机构和新闻传播活动的人力资源保障，又
是新闻传播事业生产流程中的“上游工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国家开始在基础教育中增加
了新闻教育的内容和课程，使新闻教育成为全民教育的一部分。正规的、成规模的新闻教育开始于美
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而中国的新闻教育相对发达国家，是起步较晚的，开始于20世纪初叶，1918年北
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发端。之后中国的新闻教育发展迅速，特别是新中国成
立后，我国的新闻教育进入了全速发展的阶段，有了许多新的发展变化。许多新闻课题体系得到优化
，新闻教材已经配套；师资队伍有所扩大；成人新闻教育也发展迅速；开始探索新的新闻办学体制等
。书中还提出了一些新闻教育的不足，同时，为我国新闻教育的发展提出了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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