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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世纪下半叶诞生的印刷“新闻信”至今，归于大众传播的新闻传播事业已经走过了500多

年的漫长历程。这期间，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大众传播媒介技术不断进步，有力地推动了新

闻传播事业的发展。纵观中外各国新闻传播事业的产生和发展，都遵循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即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能够提供报刊等新闻媒介的全部必要物质条件的情况下

产生，客观上满足社会对新闻传播事业的需求；并且其发展总是同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

应。比较中外新闻传播史发展特点的异同，本文将着重对比中外新闻传播史的差异，并以我国

为着眼点，试图从中寻找我们国家新闻传播发展过程中的优势与不足，以期扬长避短，更好的

向前发展。 

在世界新闻传播史上，我国曾经做出过重大贡献。在传播媒介的创造发明上遥遥领先，有着辉

煌的业绩，但是在近代传媒和现代传媒上却被西方国家远远抛在后面。对比我国和其他各国的

新闻传播历史，无论是从宏观整体发展历程上，还是微观的、具体的方面，都对我们认识这一

问题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由于西方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的新闻发展水平较高，在各个发展阶段都颇具代表性，因此本文以

下所作的中外对比，更多的是将我国和西方几个主要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并且限于篇幅，本文

将着力于中外报刊史的对比，不谈及广播、电视、以及网络媒体。 

一、中外印刷新闻传播的应用对比 

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传播的前提条件。中国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隋唐年间（公元六、七

世纪）雕版印刷出现；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5年左右），毕升首创胶泥活字排版印刷，之后

木活字印刷被发明；南宋时期，锡合金铸成的金属活字出现。 

中世纪后期，中国的印刷技术渐渐传到中亚和欧洲。14、15世纪之交，欧洲有了雕版印刷和木

活字印刷。1450年前后，德国美因茨的工匠古登堡创造了金属活字排版印刷技术。16世纪这一

技术传到墨西哥及美洲大陆其他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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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最早发明了印刷术，但是直接将之用于报业发展却还是借用外人传播，而且并没有体

现原先的时间优势。1861年，欧美一些国家的报纸开始使用浇铸铅版代替活字版印报，开始了

西方报纸“火与铅的时代”。1834年，美国传教士将中文木活字运往波士顿，复制成铅活字又

运回中国；1859年，另一个美国传教士在宁波试制成功电镀汉字模，此后铅版活字逐渐取代木

板活字。之后，我国报纸也进入“火与铅的时代”。对于这一现象，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

·韦伯曾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说：“印刷在中国古已有之。但是印刷的文

献，即仅为印刷而设计并且仅能通过印刷得到的文献，尤其是报纸和期刊，却只见于西方。” 

二 、中外近代报纸的产生和发展对比 

近代报纸是在欧洲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背景下产生的。进入17世纪，随着社会对信息需

求的增长，原来的手抄小报逐渐改为印刷出版，不定期的新闻书逐步定期化。每周定期报刊的

出现标志着近代报纸的诞生。 

从近代报刊的发展历程来看，外国新闻传播史上近代报刊的发展可分为以下几个主要阶段： 

第一、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论报刊。这一阶段的报刊发展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紧密联系。

各国报业的发展有着共同的规律，比如，资产阶级报刊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出版许可制、内容审

查制等的压制；资产阶级思想家举起了出版自由的旗帜予以对抗。 

第二、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政党报刊。政治上，议会民主和多党政治体制的确立，不同党派纷纷

创办或控制报刊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经济上，报刊价格昂贵，没有广告收入，只好依赖执政

的或在野的政党。这些政党报刊在政治上有明显的倾向性，内容上侧重于时政新闻和言论，读

者对象主要是政界和上层人士。 

第三、工业革命后的廉价报刊。18世纪后期，欧美主要国家先后开始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

推进使各国的近代报刊相继进入廉价报纸时期。至此，报纸便从“政论报纸”过渡到了“大众

报纸”时代。廉价报纸的出现使商业报纸更加兴盛，逐步成为资产阶级报业的主体，并为其向

现代报纸演变奠定了基础。 

相对应的，我国的近代报纸以外人来华创办外文的和中文的报纸为起始。19世纪初叶起，随着

外国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一批西方传教士、商人来中国办起不同于邸报的新报，由此开始了中

国近代报业发展的历程。1815年在马六甲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是第一份中文近代报

刊。在外报的影响和刺激下，到19世纪70年代，中国人自办的民族近代报业开始兴起。1874年

王韬在香港创办并主编的《循环日报》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政论著称的报纸。19世纪90年代，

中国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运动中，出现了中国民族近代报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1895-1898年间，全国出版中文报刊120种左右，国人自办的报刊约占80%。它们打破外报在华

的垄断地位，成为推进维新变法运动发展的重要舆论中心。对比这个时期的西方大国，比如英

国，在1851年有报纸565种，1867年为1294种，1900年增加到2300种，是中国的近20倍。辛亥

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了国人办报的第二个高潮，先后在海内外创办200多种报

刊。革命派创办的报纸都具有鲜明的党派色彩，成为鼓吹民主革命、进行政治斗争的锐利武

器。 

    相比较而言，这一时期中国报刊的两个鲜明特点是，一是多为外人所办，二是内容多偏于

传教所需。我国在近代也经历了类似西方国家的政党报刊时期，但是由于政治和经济等等的因

素，我们并没有走上商业化道路。 

三、中外现代报业的发展对比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历史进入现代社会，现代报业也随之出现。垄断化是外国报业发展

 



的基本特征。英、法、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继续商业化进程，资本主义报业集团继续

发展，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报业垄断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形成了少数“超级报团”；出现了跨媒介或跨行业的垄断；出现了

跨国、跨地区的垄断。与此相适应的，也出现了多种垄断组织形式：传统的报团、跨媒介经营

的传播集团、联合或混合企业所属的媒介子公司、与大银行大企业连通的连锁董事、跨国媒介

集团等等。 

由于我国有现、当代的历史分割，但是为了便于与国外的现代情况作总体对比，本文特将我国

现、当代的新闻传播历史合在一起梳理。 

以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为起点，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是我国新闻事业发

展的现代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诞生及其成长壮大，成为现代新闻事业的

基本特征，也是与西方新闻传播史的根本不同之处。从此，中国开始了无产阶级新闻传播事业

的征程。中国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摆脱资产阶级政党新闻事业的桎梏，成为代表中国人民大众

根本利益的有力舆论工具。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民营报业缓慢发展，一些大报逐渐

趋向现代企业化经营的方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始了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发展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我们经历

了曲折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新闻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领域的转移和改革

开放的不断深化，新闻事业迅速发展。 

四、中外新闻传播事业发展中的微观对比 

对比而言，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由于经济发展的滞后，在各个历史阶段都落后于西方国家。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报业发展的两个高潮（维新变法与辛亥革命时期）所创办的报刊从

总体上看仍停留在政党报纸阶段。而当时的英法美等国家，早已摆脱了政党报纸的桎梏而走上

了完全大众化的报业新时期。英国自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近200年处于政党报纸时期；

美国自1783-1860年为政党报纸时期；法国从1790-1870年为政党报纸时期。这些资本主义国家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先后进入商业报纸与大众化报纸时期。 

虽然我国的大众化报纸——晚报早在近代就出现了，但是发展缓慢。现代晚报的社会影响都非

常小。资料显示，1926年，全国有晚报11家，1947年有40多家。晚报发行量也很小，多的几万

份，少的只有几百份。经历了新中国的建立，开始了社会主义晚报的艰苦探索。但是“文化大

革命”爆发，全国各地的晚报先后被迫停刊，无一家幸存，在新中国晚报史上有13年无晚报。

1979年末晚报的勃兴可作为大众化报纸兴起的开端，改革开放的政策给中国晚报的复出和发展

提供了有利条件。 

而我国的大众化报纸真正走上商业化道路，还要从20世纪90年代都市报发轫开始算。这样算

来，我们的商业化大众报纸就落后了西方整整一个世纪还多。我们的都市报纸目前也呈现出西

方廉价报纸的特点，包括“黄色新闻”的倾向。有人曾提出，我们的报纸竟然后退到了西方上

个世纪的“黄色新闻”时代。从上述对比中可见，我们的报纸出现“黄色新闻”的倾向，非但

不是“后退”，反而是我们报业的“进步”。因为我们的大众化报纸就落后于西方一个多世

纪，而如今出现一些问题和现象，恰恰也是这个过程中的必然。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借鉴当年西

方国家的经验并吸取教训，以便更好的引导报纸走出这种误区。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我们必

经之路，不能用一般意义上的“后退”或“进步”来衡量。 

我国的报业集团最早是在1996年出现的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落后于19世纪80年代初世界上第一

个报团美国的斯克里普斯报团110多年；落后于1908年英国第一个现代报团北岩报团88年。 



至于跨媒介或跨行业的传媒集团，我国目前还没有出现。个别的报社办电视台，电视台办报纸

的个案虽已经出现，但是还没有形成规模，也不被国家政策所支持。 

纵观中外新闻传播史，从印刷技术的发明到现代传媒这整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外新闻传播

事业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步伐不一致、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我国由于近代报业发展落后于西方，

在现代没有及时赶上，而导致很多方面都落后了西方一个多世纪，当然这背后是种种政治、经

济、文化等等因素造成的。可喜的是，我国目前的报业已经步入了正轨，并且发展势头良好，

这得益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和高速发展的经济。相信我们国家的新闻传播事业会在党的领导

下，在借鉴他国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稳步前进，毕竟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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