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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素质也有了相应的提高。20世纪初期，中国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地

位和各方面的素质普遍偏低。当时的情况是“全国社会优秀份子大都醉心科举，无人肯从事于

新闻事业。惟落拓文人，疏狂学子，或借报纸以发抒其抑郁无聊之意兴；各埠访员，尤鲜高

贵。”（２２）梁启超、于右任等人的报刊政论活动，和黄远生、邵飘萍等人的新闻采访活

动，提高了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但新闻工作者的整体素质仍然不高。这以后，随着众多高

层次的人才进入新闻工作领域，新闻工作者的整体素质，逐步有所提高。据研究工作者对20世

纪部分名记者的文化程度所作的抽样统计，具有秀才以上功名的，占8%；具有国内大专以上学

历的，占22%；曾经出国留学具有国外学历的，占30%；学历不详，但曾在中等以上学校担任过

教职的，占5%；曾经学习过一门以上外语的，占54%。（２３）这虽然只是新闻工作者群体中

最杰出的一部分人的情况，但也足以反映这一时期新闻工作者整体水平之一斑。 

建国以后，强调政治家办报，新闻工作者的政治素质，受到高度重视。在此基础上，文化素质

也有所提高。据1986年公布的统计数字，全国报业系统的社长、总编辑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

67%；在457名社长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共299名，占65%；在1545名总编辑中，具有大专以

上学历的共1060人，占69%。（２４）这一情况，在以后的十来年间，随着80年代中期以后，

建国初期新闻骨干的大量离退休，有很大改变。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新闻工作者的比重，逐年

递增。 在提高新闻工作者队伍的整体素质方面，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中

国的新闻教育起始于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到本世纪中页，曾经先后在50多所大专院校设立新

闻系或专业，为旧中国的新闻事业输送过人才。但培养出来的学生人数很少，累计不超过1000

人。建国初期，经过院系调整，仍有4年大学新闻系和两所新闻专科学校继续招生。其中包括

1955年新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闻教育的大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间的事。

1978年全国只有不到10所大学新闻系，在校学生只有五六百人。经过20年的不断发展，截止

2000年9月，全国设有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高等学校已超过60所，大学新闻专业点已超过100

个。此外，还在高等学校和社科院研究生院设立了新闻传播学硕士点40个，新闻学和传播学博

士点8个、博士后流动站1个。在校的各类学生接近1万人。充分发挥了新闻人才摇篮的作用。 

与此同时，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20世纪的上半叶，只有少数几所大学设

有研究机构从事新闻学研究，公开出版的新闻学专著不过数十种。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这

方面的研究也只限于高等学校，累计出版的专著和教材也不过数十种。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

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空前发展。据有关方面的统计，截止1999年，除高等学校外，全国还有200

家左右新闻研究机构和新闻研究社团，40多家公开发行的新闻专业期刊，累计出版的新闻传播

学专著达2000多种。（２５）对新闻人才的培养，和新闻事业的发展，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

用。 

在新的世纪之交的时刻，回顾过去一百年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深受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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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也深感责任的重大。 

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是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同步的。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不断前进，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正面临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到下一个世纪的50年代，中国不

仅将发展成为一个经济上的大国和强国，也将发展成为一个新闻传播事业的大国和强国。在可

以预见的这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将继续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继续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和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

继续按照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时刻倾听群

众的呼声，反映群众的意愿，诚心诚意的为人民谋利益，完成由单一的功能和角色向多种功能

和角色的转变，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道路阔步前进。 

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任重而道远，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应该加倍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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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据中央人民政府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字，刊1953年9月29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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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静庐《中国的新闻纸》64页，1928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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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见1986年7月9日《人民日报》。 

（22）雷晋《申报过去之现状》。刊《最近之五十年》，1922年《申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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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华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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