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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一、课程性质和特点

《外国新闻事业史》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课程。由于《外国新闻事业史》课

程是新闻学若干专业课中的重要和核心环节，所以，本课程内容也有较强的适用

性。本课程有利于考生在新闻学专业学习过程中，以及在后续新闻实践环节中，

及时运用新闻史学的有关知识指导新闻实践与业务活动。主要内容包括：早期新

闻事业发展概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报业发展史，阐述了包括报业、新闻通讯

业、广播电视业、互联网业在内的外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较为全面而

简明地梳理了历史脉络，叙写了重要史实，揭示了发展规律，展现了当今走向。

二、本课程设置的目的

设置本课程，是为了使考生能够牢固掌握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概念、

基本原理，以及研究新闻事业史的原则和方法。能够运用所学的新闻史学理论指

导新闻实践并通过新闻实践来验证及促进新闻史学研究的进步，与其他新闻活动

的环节一起，构成有效和科学的新闻史学的研究与学习体系。

三、本课程的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考生掌握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报业与广播电视业

的发展概况和基本学习方法，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史学理论指导下，能够理

论联系实际，解决新闻业务活动中的实际问题，提高考生分析新闻史学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Ⅱ 考核目标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领会、简单应用和综合应用四个层次规定

其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四个能力层次是递进关系，各能力层次的含义是：

识记：要求考生能够识别和记忆本课程中有关报纸与报人、通讯社等概念及

报业发展的主要内容，并能够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做正确的表述、选择和判断。

领会：要求考生能够领悟和理解本课程中有关社会发展与新闻事业发展的二

者关系的内涵及外延，理解报人办报的时代意义，并能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对知

名报人的报刊活动进行分析和论证，做出正确的判断、解释和说明。

简单应用：要求考生能够根据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的报业及广播电视业务理



论，对新闻领域的有关报业活动进行分析和论证，得出正确的结论或做出正确的

判断。

综合应用：要求考生能够结合已知的报刊发展史学理论，对世界新闻发展与

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比如国际传播问题、国家对外传播影响等问题进行综合的分析、

论证，或者进行比较，并得出解决问题的综合方案。

Ⅲ 课程内容与考核要求

绪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领会外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对象，了解学习外国新闻事业史

的重要意义以及学习外国新闻事业史的基本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第一节 外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对象

识记：①世界新闻事业史；②外国新闻事业史；

第二节 学习外国新闻事业史的重要意义

识记：①了解学习外国新闻事业史的重要意义。

第三节 学习外国新闻事业史的基本方法

识记：①掌握学习外国新闻事业史的基本方法。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重点阐释外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对象，介绍了学习外国新闻事业史的重

要意义和学习外国新闻事业史的基本方法。

第一章 外国新闻事业的起源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领会早期新闻事业起源过程中，手抄小报等相关概念及构成；

领会 16-17 世纪新闻事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掌握口语新闻传播、手写新闻传播、

印刷新闻传播的概念和意义；理解新闻事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第一节 古代的新闻传播



识记：①口语新闻传播；②印刷新闻传播。

领会：①原始新闻传播过程；②手写新闻传播。

简单应用：①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轨迹。

第二节 16 世纪：手抄小报和新闻书

识记：①手抄小报；②新闻书。

领会：①手抄小报的历史意义。

简单应用：①16 世纪欧洲出现的大事对新闻事业出现的促进作用。

第三节 17 世纪：从定期报刊到日报

识记：①定期报刊；②《每日新闻》；③《巴黎新闻》。

领会：①定期报刊出现的地区；②英法美第一份日报。

简单应用：①分析近代新闻事业初创阶段的表现。

第四节 新闻事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

识记：①马克思关于需要与生产的观点。

领会：①马克思关于需要与生产的内涵。

综合应用：①新闻事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重点阐释了早期新闻传播的发展轨迹，介绍了 16 世纪出现的三种传播

方式以及 17 世纪出现手抄小报的情况，重点分析了口语、手写、印刷传播的概

念、内容与流程，并阐述了马克思关于需要与生产的观点、新闻事业诞生的历史

必然性。

第二章 发达国家近代报业的产生和发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发达国家近代报业的产生与发展过程；领会各个国家近

代报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掌握早期各国报纸的创办与发展的意义；理解发达国家

近代报业发展过程中报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第一节 概说

领会：①各国资产阶级报业发展的轨迹；②欧美国家工业革命后社会经济的

主要变化。



简单应用：①商业报刊的分类。

第二节 英国近代报业

识记：①《论出版自由》；②《泰晤士报》；③《每日电讯报》；《北极星报》。

领会：①密尔顿与出版自由的关系；②沃尔特的报刊活动。

简单应用：①报业领域的压制与反压制。

第三节 美国近代报业

识记：①曾格案件；②《太阳报》；③《先驱报》；④《论坛报》与《纽约时

报》。

领会：①曾格案件的意义；②早期廉价报纸的发展。

简单应用：①杰弗逊的新闻自由思想；②早期工人报刊状况。

第四节 法国近代报业

识记：①《巴黎新闻》；②《人民之友报》；③《杜歇老爹报》；④《法国及

布拉班革命报》。

领会：①《新闻报》和《世纪报》创办；②巴黎公社时期报纸；③拿破仑称

帝后的报刊管制。

简单应用：①《人权宣言》第十一条的影响。

第五节 德国近代报业

识记：①《新到新闻》；②《福斯新闻》；③《施本纳报》；④《总汇报》。

领会：①《新莱茵报》创办。

简单应用：①《新莱茵报》办报思想与特色。

综合应用：①马克思与恩格斯无产阶级党报思想。

第六节 日本近代报业

识记：①《官版•巴达维亚新闻》；②《横滨每日新闻》；③《太政官日志》。

领会：①《报纸印行条例》；②通俗小报的发展。

简单应用：①从政论报纸到政党报纸的演变。

第七节 澳大利亚近代报业

识记：①《悉尼新闻与新南威尔士广告报》；②《澳大利亚人报》；③《悉尼

先驱报》。

领会：①《时代报》创办。



简单应用：①澳大利亚近代报业特点。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重点阐述了英法德美日澳等主要国家的近代报业发展概况，重点介绍了

各国报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著名报人与报刊、阐述了报业发展的若干现象与问题，

并与社会现实的结合进行了分析。

第三章 发达国家现代报业的发展和变化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领会发达国家现代报业领域出现的知名报纸概念及发展过

程；领会不同国家报业发展的不同模式；掌握著名报纸和机构的概念；理解报刊

发展对社会的促进意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第一节 概说

领会：①发达国家垄断报业新特点；②现代报业发展的三个阶段。

简单应用：①报业垄断的不良影响。

第二节 英国现代报业

识记：①《每日邮报》；②《泰晤士报》；③《每日电讯报》；④《卫报》；

⑤《金融时报》。

领会：①报团的出现；②《经济学家》。

简单应用：①一次大战后英国出现的报团；②二次大战后出现的报团；③

目前报团垄断的情况。

第三节 美国现代报业

识记：①《世界报》；②《纽约新闻报》；③《纽约时报》；④《华盛顿邮报》；

⑤《洛杉矶时报》；⑥《华尔街日报》；⑦《今日美国》；⑧《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领会：①斯克里普斯与报团；②两次大战之间的报团；③美国报纸特点。

简单应用：①普利策办报思想；②目前美国报团情况；③美国三大新闻周刊；

④《读者文摘》创办。

第四节 法国现代报业

识记：①《人道报》；②《世界报》；③《费加罗报》；④《国际先驱论坛报》。

领会：①19 世纪末期巴黎四大日报；②两次大战期间的报团；③二次大战



后法国报业垄断阶段。

简单应用：①法国目前报团垄断情况；②法国目前期刊状况。

第五节 德国现代报业

识记：①《世界报》；②《法兰克福汇报》；③《南德意志报》；④《图片报》。

领会：①《明镜》；②《焦点》。

简单应用：①莫斯、谢尔、乌尔斯泰因创办报团；②法西斯对新闻业的管

制；③托管局的成立。

第六节 日本现代报业

识记：①《朝日新闻》；②《读卖新闻》；③《每日新闻》；④《日本经济

新闻》；⑤《产经新闻》；⑥《赤旗报》；⑦《文艺春秋》。

领会：①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有影响的报纸；②目前报纸内容分类情况。

简单应用：①军国主义当局控制报业的手段；②“白虹贯日”事件。

第七节 澳大利亚现代报业

识记：①《时代报》；②《悉尼先驱晨报》；③《澳大利亚人报》。

领会：①澳大利亚目前期刊情况。

简单应用：①澳大利亚目前报团垄断情况。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重点讲述了发达国家现代报业发展的情况，针对一些比较有影响力报

纸与刊物，需要认真掌握与深入分析其发展模式。

第四章 俄罗斯地区报业的发展和演变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领会沙俄时期报业状况；掌握苏联时期报业发展状况。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第一节 概说

识记：①《工人曙光报》；②《火星报》。

第二节 沙俄时期的报业

识记：①《新闻报》；②《莫斯科新闻》；③《真理报》。

领会：①赫尔岑报刊活动。

简单应用：①《真理报》的贡献。



综合应用：①《火星报》的宣传内容与历史功绩。

第三节 苏联时期的报业

领会：①革命胜利前后列宁的主要报刊思想；②《真理报》的宣传内容。

简单应用：①苏联报业体制特点。

综合应用：①《全苏新闻法》重要规定。

第四节 独联体各国报业现状

识记：①《俄罗斯报》；②《消息报》。

领会：①俄罗斯当前主要报刊。

简单应用：①俄罗斯目前报体制特点；②独联体其他国家报业变化。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重点阐述了俄罗斯报业的发展状况，分阶段介绍了俄罗斯报业的成就，

重点对苏联阶段的报业做了讲述，其发展与评价成为主要学习方向。

第五章 发展中国家报业的创建和发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领会发展中国家报业的创建过程；掌握发展中国家创建报

业的成就；理解发展中国家报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第一节 概说

领会：①发展中国家报业史的共同点。

简单应用：①发展中国家报业体制的三种类型。

第二节 亚洲发展中国家报业

识记：①《印度时报》；②《印度快报》；③《印度斯坦时报》；④《印度教

徒报》。

领会：①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报业的差别；②新加坡报业现状；③马来

西亚报业现状；④韩国报业状况；⑤印尼与土耳其报业现状。

简单应用：①印度报业结构特点。

第三节 非洲国家报业

领会：①埃及主要的三份阿拉伯文报纸；②目前尼日利亚影响较大的报纸；

③目前南非影响较大的报纸。



简单应用：①埃及报业现状；②尼日利亚报业现状。

第四节 拉丁美洲国家报业

领会：①墨西哥主要报纸；②巴西主要报纸；③阿根廷主要报纸。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重点阐述了发展中国家报业，介绍了发展中国家创建报业的过程与成就，

同时对各大洲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报纸作了重点的阐述。

第六章 新闻通讯事业的产生和发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领会世界各大通讯社发展情况；掌握通讯社领域的结盟概念

和意义；理解通讯社在新闻信息传播中的意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第一节 概说

领会：①国内通讯社分类。

简单应用：①通讯社体制分类。

第二节 首批新闻通讯社的诞生和竞争

识记：①三社四边协定。

领会：①哈瓦斯通讯社；②沃尔夫通讯社；③路透社；④美联社。

简单应用：①早期通讯社的竞争与垄断。

第三节 20 世纪前期的兴衰演变

领会：①美国通讯社的崛起。

简单应用：①塔斯社的创建

第四节 20 世纪后期的发展变化

领会：①英法德意日通讯社变化情况。

简单应用：①俄罗斯境内较有影响的通讯社。

第五节 新闻通讯事业的现状

领会：①通讯社一般状况；②重要的 14 家通讯社情况。

简单应用：①重要的通讯社协作组织。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重点讲述世界新闻通讯社的创建，要求理解早期通讯社的竞争与垄断。



在针对现代通讯社的竞争与变化学习中，分析通讯社的重要性。

第七章 广播电视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上）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领会早期广播电视的发展过程；掌握早期各国广播电视发展

的成就，理解应用不同体制类型的广播电视发展模式。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第一节 概说

领会：①电视的传播样式；②广播发展的四个阶段。

简单应用：①广播电视机构的体制类型。

第二节 美国广播电视业

识记：①CBS；②ABC；③NBC；④FBC。

领会：①商业广播电视内容；②公共广播电视概况。

简单应用：①FCC 的职能。

综合应用：①三大广播公司业务情况。

第三节 英国广播电视业

识记：①BBC；②ITC；③RA。

领会：①BBC 与 IBA 的竞争；②商业电视发展概况。

简单应用：①《1990 年广播法》内容。

第四节 法国广播电视业

识记：①CSA。

领会：①国内公共广播状况；②商业广播电视概况。

简单应用：①CSA 职能。

第五节 德国广播电视业

领会：①公共广播电视收入来源；②公共广播电视概况。

简单应用：①目前商业广播电视台状况。

第六节 日本广播电视业

识记：①NHK。

领会：①五大广播电视公司。

简单应用：①NHK 发展历程。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重点阐述了英美德法日的广播电视事业发展情况，介绍了各个国家的广

播电视发展的模式与特色，并对每个国家的重点广播电视机构进行了详细分析。

第八章 广播电视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下）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澳大利亚与俄罗斯广播电视事业发展概况；领会亚非

拉发展中国家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掌握发展中国家积极努力发展本国

广播电视事业的意义；理解广播电视事业总体发展轨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第一节 澳大利亚广播电视业

领会：①公共广播电视概况；②商业广播电视概况。

第二节 俄罗斯地区广播电视业

领会：①广播事业情况；②电视事业现状。

简单应用：①俄罗斯地区其他国家广播电视发展特点。

第三节 亚洲发展中国家广播电视业

领会：①印度国营电视；②印度商业广播电视；③新加坡广播电视现状；④

马来西亚商业广播电视与法律管理；⑤目前韩国主要广播电视公司。

第四节 非洲广播电视业

领会：①埃及广播电视状况；②尼日利亚广播电视状况；③南非广播电视状

况。

第五节 拉丁美洲广播电视业

领会：①巴西广播电视状况；②阿根廷广播电视状况。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关键问题在于掌握各国在发展本国广播电视事业过程中，依托本国特色

发展而来的广播电视进程。

第九章 互联网络业的兴起和发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领会互联网的概念；领会世界网络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掌握



网络传播的概念和意义；理解互联网的重要性。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第一节 互联网的兴起和传播特点

识记：①互联网。

领会：①互联网发展过程。

综合应用：①网络传播特点。

第二节 网络新闻传播的发展

识记：①自媒体。

领会：①网络发展的应用。

简单应用：①自媒体传播的特点；②互联网在新闻传播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第三节 互联网发展的现状（上）

识记：①信息高速公路。

领会：①美国重要的新闻信息网站；②日本网络发展状况。

第四节 互联网发展的现状（下）

领会：①俄罗斯网络发展的四个阶段；②新加坡与韩国网络现状。

第五节 互联网络的问题和管理

领会：①网络传播存在的问题。

综合应用：①网络传播的管理。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关键问题在于理清各个国家互联网发展的不同轨迹，针对性的学习与分

析重要的新闻信息网站机构与有关法律法规文件。

第十章 国际新闻传播的发展和斗争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领会国际传播的相关概念及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国际

传播的概况；掌握国际新闻传播的发展与斗争过程与本质意义；理解发展中国家

为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而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斗争成果。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第一节 概说

简单应用：①国际新闻传播规律性特点。



第二节 报刊的国际传播

领会：①20 世纪中期以后报刊国际传播的重大飞跃。

第三节 通讯社的国际传播

领会：①20 世纪中期以后通讯社国际传播的变化。

第四节 广播的国际传播

领会：①20 世纪 20 年代广播国际传播的诞生；②国际间电波战的变化。

简单应用：①世界各国扩大国际广播影响的措施；②国际广播实力最强的五

家电台。

第五节 电视的国际传播

领会：①各国国际电视机构扩展市场的措施；②北美重要的国际电视机构；

③欧洲重要的国际电视机构；④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电视机构。

第六节 互联网络的国际传播

简单应用：①互联网国际传播的特点。

第七节 围绕国际新闻传播的斗争

领会：①为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而作的斗争。

简单应用：①国际新闻传播领域的不平衡不公正不合理现象。

综合应用：①发展中国家和进步新闻界争取的目标和取得的成就。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重点阐述了世界各国在国际传播过程中的发展情况，对发展中国家与进

步新闻界为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而作的努力进行了详细分析。在学习本章内容时

应理清思路，认识到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的重要性与必然性。

Ⅳ 关于大纲的说明与考核实施要求

一、自学考试大纲的目的和作用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根据专业考试计划的要求，结合自学考试的特点而确定。

其目的是对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课程考试命题进行指导和规定。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明确了课程学习的内容以及深广度，规定了课程自学考试

的范围和标准。因此，它是编写自学考试教材和辅导书的依据，是社会助学组织

进行自学辅导的依据，是考生学习教材、掌握课程内容知识范围和程度的依据，

也是进行自学考试命题的依据。



二、课程自学考试大纲与教材的关系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进行学习和考核的依据，教材是学习掌握课程知识的基

本内容与范围，教材的内容是大纲所规定的课程知识和内容的扩展与发挥。课程

内容在教材中可以体现一定的深度或难度，但在大纲中对考核的要求一定要适当。

大纲与教材所体现的课程内容应基本一致；大纲里面的课程内容和考核知识点，

教材里一般也要有。反过来教材里有的内容，大纲里就不一定体现。

三、关于自学教材

本课程使用教材为：《外国新闻事业史教程》（第二版），张允若、程曼丽主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四、关于自学要求和自学方法的指导

本大纲的课程基本要求是依据专业考试计划和专业培养目标而确定的。课程

基本要求还明确了课程的基本内容，以及对基本内容掌握的程度。基本要求中的

知识点构成了课程内容的主体部分。因此，课程基本内容掌握程度、课程考核知

识点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核的主要内容。

为有效地指导个人自学和社会助学，本大纲已指明了课程的重点和难点，在

章节的基本要求中一般也指明了章节内容的重点和难点。

五、应考指导

1. 如何学习

很好的计划和组织是你学习成功的法宝。如果你正在接受培训学习，一定要

跟紧课程并完成作业。为了在考试中作出满意的回答，你必须对所学课程内容有

很好的理解。使用“行动计划表”来监控你的学习进展。你阅读课本时可以做读

书笔记。如有需要重点注意的内容，可以用彩笔来标注。如：红色代表重点；绿

色代表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黄色代表可以运用在工作之中。可以在空白处记录

相关网站，文章。

2. 如何考试

卷面整洁非常重要。书写工整，段落与间距合理，卷面赏心悦目有助于教师

评分，教师只能为他能看懂的内容打分。回答所提出的问题。要回答所问的问题，

而不是回答你自己乐意回答的问题！避免超过问题的范围。

3. 如何处理紧张情绪



正确处理对失败的惧怕，要正面思考。如果可能，请教已经通过该科目考试

的人，问他们一些问题。做深呼吸放松，这有助于使头脑清醒，缓解紧张情绪。

考试前合理膳食，保持旺盛精力，保持冷静。

4. 如何克服心理障碍

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如果你在考试中出现这种情况，试试下列方法：使用“线

索”纸条。进入考场之前，将记忆“线索”记在纸条上，但你不能将纸条带进考

场，因此当你阅读考卷时，一旦有了思路就快速记下。按自己的步调进行答卷。

为每个考题或部分分配合理时间，并按此时间安排进行。

六、对考核内容的说明

1.本课程要求考生学习和掌握的知识点内容都作为考核的内容。课程中各章

的内容均由若干知识点组成，在自学考试中成为考核知识点。因此，课程自学考

试大纲中所规定的考试内容是以分解为考核知识点的方式给出的。由于各知识点

在课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知识自身的特点不同，自学考试将对各知识点分别按

四个能力层次确定其考核要求。

2.在考试之日起 6个月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颁布或修订的法律、

法规都将列入相应课程的考试范围。凡大纲、教材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不符的，

应以现行法律法规为准。命题时也会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科技文化发展的重大方针

政策的变化予以体现。

七、关于考试命题的若干规定

1.本大纲各章所规定的基本要求、知识点及知识点下的知识细目，都属于考

核的内容。考试命题既要覆盖到章，又要避免面面俱到。要注意突出课程的重点、

章节重点，加大重点内容的覆盖度。

2.命题不应有超出大纲中考核知识点范围的题，考核目标不得高于大纲中所

规定的相应的最高能力层次要求。命题应着重考核考生对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

基本理论是否了解或掌握，对基本方法是否会用或熟练。不应出与基本要求不符

的偏题或怪题。

3.本课程在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大致为：识记占 20%，领

会占 30%，简单应用占 30%，综合应用占 20%。

4.要合理安排试题的难易程度，试题的难度可分为：易、较易、较难和难四



个等级。每份试卷中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为：2:3:3:2。

5.本课程考试试卷中可能采用的题型有：单项选择题、名词解释题、简答题、

论述题等。

6.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评分采用百分制，60 分

为及格。考生只准携带 0.5 毫米黑色墨水的签字笔、铅笔、圆规、直尺、三角板、

橡皮等必需的文具用品。不可携带计算器。

附录 题型举例

一、单项选择题

1.美国第一份成功的廉价报纸是 （ ）

A．纽约《先驱报》 B．纽约《太阳报》

C．纽约《论坛报》 D．《纽约时报》

参考答案：B

二、名词解释题

1.《新政治家》

参考答案：这是英国工党左翼影响下的政治性周刊，1934年创办，在伦敦出版，经常

刊登评论国内外事件的文章，读者多为工党或倾向工党的知识分子，发行量约为三四万份。

三、简答题

1.简述广播事业问世以后发展的四个阶段。

参考答案：

（1）20世纪 20年代，是初创阶段。许多国家相继建立了无线广播电台。

（2）20世纪 30-40年代，是大发展阶段。随着二次大战的迫近和爆发，广播电台传播

新闻、进行宣传的功能显现出来。

（3）二次大战以后，广播事业在全世界趋于普及。大批新独立国家纷纷兴办广播，为

巩固民族独立、发展经济文化服务。

（4）20世纪 90年代，广播事业开始了新的飞跃。传统的模拟广播正在向数字音频广

播过渡。

四、论述题

1.试述国际新闻传播的规律性特点。

参考答案：



（1）国际新闻传播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密切。国际政治经济交往频繁或是斗争激烈，

会推动国际新闻传播的兴盛，而国际新闻传播又会给这种交往或斗争以重大影响，他往往为

这种交往或斗争服务，成为各国参与这种交往或斗争的工具。

（2）国际新闻传播从传播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由于空间距离较远，国界限制严格，

因而传播技术状况对国际新闻的影响远大于国内传播的影响，国际传播的客观需要，不断催

促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更新。

（3）国际新闻传播的总体走向。传播时效性越来越强，传播内容越来越多样化，穿越

国界的渗透力越来越大，在世界上的扩散面越来越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

势。

（4）国际新闻传播的发展始终贯穿着矛盾和斗争。少数强国富国往往在国际新闻传播

中处于优势地位，按照他们的政治需要和价值观念采制的报道和评说，往往在世界上广为传

播，甚至操纵世界舆论构成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损害，而广大弱国穷国为维护国家主权，社

会稳定和传统文化，不得不对这种外来传播加强管理，甚至抵制，并且努力发展自己的对外

传播，与之较量和抗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