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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研究的探索创新之作——评陈绚《数字化时代的新闻理论与实践》

[ 作者 ] 李良荣 

[ 单位 ]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 摘要 ] 《数字化时代的新闻理论与实践》一书以全球性网络新闻为背景，以中国互联网新闻传播研究为主线，对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进行系统整合。作者以全新的资料、专业学者的笔触、创见性的阐述，丰富了新闻传播研究的内涵，充实了新闻学研究中的这一新领域。

该书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 关键词 ] 互联网;新闻传播;创新

       陈绚的新著《数字化时代的新闻理论与实践》已于2002年3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读后深感这是作者近年来深入、系统地研究网络

新闻传播的一本力作。一方面，作为一名年轻学者能很好地进行并完成这一重要领域的研究，初步建立网络新闻研究体系，表明作者具有

很好的学术功底与理论素养，值得称赞；另一方面该书梳理了网络新闻传播研究的脉胳，在较高层次上搭建了一个网络新闻传播研究的平

台，为今后的网络新闻传播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本书具有开拓和创新意义。该书以全球性网络新闻传播为背景，以中国互联网新

闻传播研究为主线，对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系统整合。众所周知，近年来研究网络传播的论文、书籍出版了不少，但多从信息技

术、操作技巧或文化层面上来进行分析，真正从新闻传播的角度进行归纳论述的还不多见，本书对网络新闻传播既有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宏

观把握，又有对重点问题的深层解析，书中涉及的章节要目，都是作者经过深思熟虑和仔细分析架构而成，其中讨论的无论是理论问题还

是实践问题，都是网络新闻发展研究所应涉及的重要问题。《数字化时代的新闻理论与实践》一书以历史发展脉络、理论、业务实践三大

块内容为横向划分，从网络新闻传播史、网络新闻传播特性、网络新闻自由权利、网络传播道德政策法规、网络新闻提供模式、网络采

编、新闻网站经营等为纵向线索展开论述，从而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逻辑框架结构，并在板块式的章节中，保持理论思想发展的完整性。以

上所述这种对网络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归纳布局，是作者在谙熟和深入掌握传统新闻传播理论的基础上，认真思考和精心研究后所做的

周密安排，反映了作者为使网络传播研究更贴近新闻专业、更系统化所做的有益尝试，也说明作者在着力探索一个网络新闻传播研究新方

向。另外书中的论述也展示了作者具有全新的知识结构和活跃的学术思想，书中许多带有原创性的学术见解，表明该书是一本具有较浓理

论思辩色彩的专著。值得重视的还有书中详实的资料和全新、全面的内容。本书是作者在汉城大学做博士后期间完成补充收集资料和草拟

初稿的，所以书中多是最新相关专业资料及最新网络新闻界动态情况。对于这些贯穿全书的最新资料，作者从网络传播史、理论和业务等

角度进行了组合、归类、分析，对重点内容还进行中、外对比，使这些材料作为论据显得合理而具有说服力。在网络新闻传播研究中，材

料和框架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网络传播是一种新兴的传播形式，它的开放性和传播内容的多样性影响了人们对它作为新闻信息传播媒

介的看法，它的诞生使传统的新闻传播理论面临挑战。另一方面，面对在几年之内就迅速普及的网络媒介，不少人被一些网络传播现象迷

惑，从个别的例证得出了过于“乐观”的结论，那么对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作出一个明确的阐述，对一些资料所表明的现象给予客观、

正确的解释就显示得格外重要。所以对网络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划定出相对稳定的界线，构架其体系是一项具有开拓、创新意义的工作。

本书的作者之所以能初步完成这项工作，有这样的研究视野及科研能力，与她所受的长期专业熏陶、学富累积有关，作者曾在复旦和人大

两所大学的新闻学院求学，后又在日本及韩国进行学术考察及做博士后研究，因而其所撰专著能给读者带来新鲜感和满足感。具体来说，

本书中作者对不少问题的论述都具有创见，如网络传播中的新闻价值观、制约网络新闻传播的因素、网络传播的社会功能、网络新闻传播

自律、传统媒体网站的公司化、国际化等节中的许多分析论述都不乏独到之处。各章节的论述既吸取了传统新闻理论的精华，又能从网络

新闻传播规律来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该书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1．本书深入分析了网络新闻传播的特性，并对因此而起的研究领域进

行了导向性阐发。如在第二章第二个问题中，对网络新闻传播中所体现出的新闻价值倾向这一问题，作者认为：在商业网站的运营模式

下，网络传播者在选择和加工新闻时，是把新闻作为一种具体市场价值的商品来操作，较少去关注新闻的宣传价值和社会意义，新闻价值

就不可避免地成为选择和加工新闻最重要的标准，这也使网络新闻更加商品化、丰富化和个性化。新闻价值是新闻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概

念，在网络传播时代，其中包含的价值因素是否发生了一些变化呢?网络传播中滚动新闻的播出，大量的跟跟踪式连续报道，即时的新闻

分析，帮助人们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及最新进展，更使这方面的新闻价值得到了充分体现。在经过分析之后，作者认为“网络新闻向信息

接受者提供了一个更易读的环境，网络传播环境下，对新闻服务质量的要求，不仅指具有个性的新闻内容，而且也意味着要注意从受众心

理和需要出发，为他们浏览新闻提供一个良好的阅读界面。网络新闻的组织形式是网页，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使用的超链接文本方式，更

符合读者的思维习惯，网页设计的简洁性可以减少读者阅读新闻时所需经过的路径。”这种运用新闻学基本原理分析网络新闻方法，是符

合网络新闻研究基本规律的，避免网络新闻传播研究误入网络技术研究或网络综合信息资料传播研究的旁门。又如第二章第五个问题，关

于网络作为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定位问题。有人提出，网络时代，大众传媒作为突发性新闻事件的唯一发布者的地位将有所减弱。新闻工作

者将失去对新闻报道的优先权(垄断权)。对此，作者认为：媒体网站作为新闻信息发布专业机构的特点将更显突出，从媒体网站的发展里

程与发展态势可以看出，媒体网站必须从现实与未来的信息传播体系中反观自身的处境，明确自身角色定位，并以此为依托探索生存与发

展的方向。媒体网站延续了传统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特有的公信力，所以它充当信息纽带所起的作用，不同于一般意义的信息载体所起的作

用。媒体网站仍然是政府机构和政治组织舆论动员的工具。在任何国家的网络传播中，主流媒体网站的新闻传播都是被高度重视的。对这

一不少人提及但都缺乏客观论证的问题，作者透过现象进行了剖析，将对该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2．在这本专著中，不少章节的论述表

明作者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思索，且观点正确、见解独到、中肯而有说服力。如书中有涉及网络传播自由及网络传播政策、法规等意识

形态的内容，作者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对一些研究内容和研究现象作出正确的评价和客观总结，揭示了

新闻自由的本质特征，为网络传播研究中涉及的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探讨奠定了思想基矗本书对新闻权利的演变做了历史考察，尤其是阐

述了从新闻自由到新闻权利的演进，认为新闻自由要作为社会体系的一部分，必须纳入一定的社会法制体系中，由此引伸出新闻权利的概

念体系，同时也相应地产生了新闻义务的范畴。此外，作者还对知晓权、表达权、网络传输权等作了有价值的探讨，并对互联网上的传播

自由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网络传播自由的本质特征，作者认为：互联网也置身于社会之中，它不可能是独立出来的“世界”，网络活动

也要遵循社会总的“游戏规则”，也会体现出一种所有权，一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网络也是有中心的，它的中心就是那些大的网站，与

传统的传播媒体一样，国家政府到互联网的控制有时是“隐形”的，如果退一步来看，撇开各种政治、经济势力企图成为网上的主流观念

从而统治舆论的事实，找寻中心的(或主流)文化以及用户较低的素质都会在网上造就一些名义上代表多数的“精英”，而本来是寻求个人

自由的理想很可能异化为寻求新的主宰。因为即使到了数字化时代，人们依然需要“意见领袖”为自已“解惑”；一些高素质的传播者会

成为这种“意见领袖”，即使没有这些精英们，社会原有的多数意见还会以传统道德的形式影响用户，等等。作者的这些论述，不但提升

了人们对网络自由的认识层次，也体现了作者的理论洞察力和勤于思考的治学精神。 3．书中对网络新闻传播实践的探讨也较为引人注

目。如在第三章中，作者详细地分析了目前中国新闻的网络站点的特点，并且对商业网站、传统媒体网站和新闻集团综合网站等不同网站

提供新闻的模式进行了描述，随后作者对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关系这一大家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分析，在介绍国外经验、教训的同

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很富启发性。整合信息资源，利用互联网拓展生存空间，提高竞争能力，是当前许多传统媒体的共识。各传统媒

体网络媒体不再像是传统媒体技术上的革新这样简单了，正日益成为一种关系到人们生活各个方面的新的意义上的“媒介”，如在有些传

统媒体的网络版上，人们可以看新闻、与人聊天、买东西、找资料、搜索朋友等等，几乎所有的网络媒体都不再仅有提供新闻信息一项内

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竞争不是一个层次上的竞争，和电视当年与报纸、广告的竞争不可同日而语，如何有

效地利用传统媒体的“品牌效应”为网站创作有利的生存环境，或是如何成功地将传统媒体的“权威性”移植到网站中，如何提高传统媒

体所办网站质量，实现网络新闻传播高效发展，是新闻界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作者在书中着力探讨的。作者还将数字化广播、电视列为

一节，进行了详细讲解，对人们了解电波数字化传送有很大的帮助。另外，作者在第四章在线新闻采访辑中，对网络采编的特点进行了详

细的分析，为人们在理论指导下提升新闻传播效果提供了思考线索。总之，作者以全新的资料、专业学者的笔触，创见性的阐述，丰富了

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内涵，充实了新闻学研究中的这个新领域，这也正是本书的理论价值所在。当然，也有遗憾之处，如书中对有些问题探

索得不够深入，最后一章应是人们所关注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网站如何生存下去是人们所希望了解的，作者虽然提供了富有启发

性的思路和几点建设性意见，但终觉论述内容单薄了些。作为一名年轻学者，陈绚治学态度严谨、厚积薄发，在新闻学领域勤奋耕耘，她

在完成这一专著的同时，还发表了不少论文，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探索，值得肯定，我们期待着她今后有更多的新作问

世。正如陈绚在本书序言中所勾勒出的目前新闻传播事业的状况那样，我们看到数字化时代已经到来，面对新的媒介传播环境，希望有更

多的学者加入到网络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行列中去，为繁荣中国新闻与传播学而努力。 

An innovative work for research of news communication about professor CHEN Xuan's book Ll Liang- rong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book, New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 Digital Era, systematically integrates relate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of the Internet news communication i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network news. With fresh materials and professional creation, the book enriches the connotation of new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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