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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

[ 作者 ] 李良荣 

[ 单位 ]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 摘要 ] 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不单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进入90年代以来，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大众传播媒介作为独

特的经济力量迅速崛起，使新闻学研究面临了许多崭新问题。比如，广告成为媒介的主要财源，以报业为例，1983年全国报业广告为7千

万元，至1997年，广告营业额已达96亿元。于是，广告与受众的关系研究便成为新闻学面对的新课题。这样的新课题层出不穷。新闻学的

发展与借鉴大众传播学的要求愈来愈紧迫，这两门学科的转化、整合，是新闻实践的呼唤，是一个总体的趋势。 

[ 关键词 ] 大众传播学;新闻采集;新闻学

       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不单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进入90年代以来，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大众传播媒介作为独特

的经济力量迅速崛起，使新闻学研究面临了许多崭新问题。比如，广告成为媒介的主要财源，以报业为例，1983年全国报业广告为7千万

元，至1997年，广告营业额已达96亿元。于是，广告与受众的关系研究便成为新闻学面对的新课题。这样的新课题层出不穷。新闻学的发

展与借鉴大众传播学的要求愈来愈紧迫，这两门学科的转化、整合，是新闻实践的呼唤，是一个总体的趋势。一、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的

异同新闻学是以人类社会客观存在新闻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学科，重点探索新闻事业的产生、发展的特殊规律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要

求。从新闻学的内容看：它可分为理论、历史、业务三部分。大众传播学是传播学的分支学科，以研究大众传播活动为支点，“着重研究

大众传播工具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等的关系。”①这两门学科有着不同的生

长背景，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思维模式，不同的文化积累。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有各自质的规定性，它们之间的差

别如下： 1.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的学科背景差异极大。新闻学是在媒介产生并运作之后而展开起来的，尤其是政党报的风行为新闻学的

产生奠定了其初始的政治背景。在我国，这种情形尤甚。如果以19世纪末有关“新闻纸论”为新闻学的发轫，那么，一个多世纪的新闻学

始终关注于新闻事业的功能，尤其是其政治功能，新闻学有着鲜明的政治取向。大众传播学则显示其交叉性、边缘性和多学科性，是受哲

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等的影响而逐渐成型于本世纪40年代的。 2.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存在差异。新闻

学历来研究报纸、广播、电视三大媒介的新闻、评论两部分，对报纸上的广告和副刊研究较少，对广播、电视的社教、文化娱乐、社会服

务等部分涉及更少；大众传播学研究对象广泛，研究内容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电影、杂志、书籍这6大块传送信息的行业，而且包含

着这六大块的全部内容。 3.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研究的主攻方向不同，两者的研究各有侧重点。新闻学主要以“新闻”研究为本位，研

究媒介在以新闻采集为基础上的内部运行，包括新闻体制，以及媒介的特点、功能、新闻工作的原则、新闻的基本规律等。大众传播学主

要研究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即社会对媒介的作用和媒介对社会的影响，尤其把重点放在对“人”即受众的态度、行为的影响，是大众传播

学研究最主要部分。 4.研究方法存在差异。新闻学以定性研究为主，主要表现在新闻学研究偏向于媒介的新闻和评论部分，所以它带有

强烈的理念成分，这使得新闻学首先以党报学的姿态出现，它的政治倾向、阶级性鲜明，比如新闻学的“五性”就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

大众传播学则采用定量研究方法，更趋向于实证，以量化来说明问题的轻重缓急。它们反映了不同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 5.新闻学和

大众传播学呈现风格差异，新闻学研究角度相对微观，大众传播学则更为宏观。新闻学的微观务实，表现在它着重研究研究具体的新闻业

务方面，侧重于原则下的操作运作；大众传播学则以宏观为特点，它的理论部分与经济、社会、文化联系紧密，更趋向于市场经济的整体

运作，且由于重视实证研究而使得研究材料比较新鲜，是源源不断的活水。这种质的规定性决定了这两门学科的各自特点，新闻学较为封

闭，大众传播学则更为开放。同时我们应当看到，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并非毫不相干，这两个血统不同，生长阅历不同的学科有着许多联

系，在其各自的学科框架内有着不同程度的衔接。具体表现在： 1.新闻学始终以新闻为逻辑生长点，而大众传播学则把信息当作其天然

的研究对象，这为这两门不同背景、不同研究对象的学科的交融，打开了思路。新闻与信息是一对同质的、相互交叉的范畴，这种同胞式

的研究内容成为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整合的必要前提。 2.新闻学是媒介发展的过程中兴起的，从一开始，新闻学就把有关媒介尤其是报



业的结构、功能性研究置于首要位置，这与大众传播学中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主要研究对象可谓不谋而合。大众传播媒介的报纸、广播、

电视、电影、杂志、书籍这6大块中，报纸、广播和电视这一半的内容是与新闻学研究对象重叠。 3.新闻学中的“读者需要理论，与读者

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有着天然的联系，只是作为媒介对象物的读者或受众，在这两门学科各自的研究框架内所处位置的不同，显示了这两

门学科的不同重心。新闻学侧重以媒介为本位的读者理论，二大众传播学则把受众理论置于整个学说的核心位置。所以说，新闻学和大众

传播学就是在这种既有质的不同、又有现象联系的情况下发展各自的学说的，新闻学囊括大众传播学中的与它相关连的部分似在情理之

中。也就是说，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学科背景。二、深层的社会原因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对传统新闻学的一次

改革，这次改革与新闻事业的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媒介巨变相互促进。我国的新闻事业成长于计划经济的年代。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我

国的新闻事业像企业一样，由国家统包统揽，人、财、物由国家统配，其产品――主要是报纸，由国家统销――绝大部分是公费订阅。新

闻媒介的运作主要表现为按计划组织稿件，报纸上少见各类信息，新闻媒介单一的宣传功能决定了新闻学的研究取向：主要研究新闻媒介

的性质、工作原则（即五性一统）、新闻业务，而受众研究、媒介效果研究以及媒介经营等则被据之门外。这一切与当时的政治、经济、

社会的发展和需求是合拍的，新闻媒介无法超越社会条件向前延伸。因此，1956年的新闻改革提出了“读者需要论”，在当时是石破天

惊，因为当时的媒介无须“读者需要”，更无须“受众市场”，媒介按上级意图（计划）来组织生产就足够了，“读者需要论”被打入了

冷宫是不足为怪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的新闻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9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新闻媒介的改革。媒介在新闻学

眼前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态势，表现在： 1.媒介结构发生变化，过去以报业为主、辅以广播、电视的格局，被报纸、广播、电视齐头并进

的局面代替。而且，报业、广播、电视的分化趋势明显。各种专营某一类信息的媒介迅速发展，譬如，报业的证券报、体育报等；广播的

各种专业台，诸如经济台、音乐台、交通台等；电视业的有线电视、教育电视等纷纷从原有媒介中分化而出，使得媒介品种急遽增长。 

2.媒介功能发生变化。媒介变化的世界和变化的受众需求，其功能从过去单一的宣传功能转变到提供信息、进行宣传、传播知识、提供娱

乐等多元件的功能。媒介功能的变化，反映了媒介把视角转向了传播。 3.媒介经营方式的变化，即媒介产业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媒介

已从事业型转向产业型，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成为市场经济中只重要的经济力量。1993年，全国8家报纸广告首次超过亿元；1994年，5

家报纸广告收入超过2亿元；1995年，广告收入超过亿元的报纸有十几家之众，有2家超过3亿元。报业集团的出现就是利用传播学理论而

创建的一种媒介模式。它既是传播媒介。又是经济实体，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报纸的统收、统支、统包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报业的

集约化印证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息理论、受众理论、竞争理论的实际意义。新闻学是研究新闻现象、探索新闻事业发展规律的学科，而

对生机勃勃的新闻媒介改革，传统新闻学的改革也势在必行。目前，传统新闻学显得与时代步伐很不合拍，从新闻学术刊物、新闻学开设

的课程等方面来看，传统新闻学表现出老、旧、窄、怪的特点。所谓“老”，即指课题老，对新形势下的新闻业的新问题少有涉及；

“旧”系指研究方法陈旧，多用抽象、思辨等法，而少用定量、定性结合的方法；“窄”系指研究的面窄，对新闻改革表现出新层面几乎

视而不见；“怪”是因为难脱旧有窠臼的课题、方法等与做文章的标新立异之间的矛盾所致，所谓新瓶装旧酒，极不协调。理论的力量在

于为实践开辟道路，新闻学要为新闻改革开辟道路，它自身就必须进行改革，如果光是运用传统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是不足以应付媒

介日新月异的发展，也不能够为媒介发展引路。新闻学需要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吸取大众传播学的养分，转化为自身的机能，才能担当此

任。三、转化的途径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上必然趋势，也是必由之路，但路在哪里？换句话说，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哪些内容，

为己所用？首先，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核心内容受众理论，把它作为学科框架内的重头戏，加以深入研究。受众的角色和地位研

究在大众传播学中极受重视，是大众传播学研究的五项基本研究领域之一。受众观念的引进，对新闻学而言，有其强烈的针对性。由于新

闻学一向以宣传为本，它的读者理论是以媒介为本位，而非以受众为轴心，只强调自上而下的灌输，而没有把宣传和受众需要结合起来。

这种学术框架随着社会的进步，已显露出诸多不便，不利于在新情况下的媒介发展。比如，媒介品种的急遽增加，即是媒介针对受众分群

现象而采取的自我分化，媒介的发展是依据社会――受众的需求而展开的，如果没有对受众的分析研究，单单把着眼点置于媒介为本位的

研究上，反而禁锢了媒介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得媒介以未有之势发展，开拓了新闻学研究的视野，媒介的发展与受

众需求的联系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也愈益为人们所认同。实际上，受众理论给新闻学带来一系列的变化，尤其是实践意义上的变化。第

一，受众理论与媒介内容、功能、经营运作等的变化互为因果。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一样，受众观念的输入，使得媒介从单一的宣传定

式中走出，而注重受众需要的新闻内容，即报道信息成为受众的首选目标；受众对不同种类信息的选择引发了媒介类型革新，媒介分化现

象说明了这一命题；最重要的一点，受众对媒介而言即是市场，广告的价位及数量与受众的数量如影随形，谁拥有最多受众谁就拥有最大

的市场份额，媒介就会在市场竞争中取胜。受众理论与媒介发展这种关系，在新闻实践中逐步深化，也为新闻学开辟了一片新的研究领



域。第二，受众理论整合了新闻学中对报纸、广播、电视三大部分有关读者、听众和观众的分类研究。在新闻学中，报纸的读者、广播的

听众、电视的观众是稍有涉及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作为被媒介指导的对象而存在的；受众理论则使这种被动的角色成为主动参与媒介运作

的积极角色受众甚至成为媒介发展所依据的基础，这种角色换位带来的媒介变化是有目共睹的。第三，受众调查，应成为新闻学研究中开

展的一项常规业务，用来测试媒介的实际效应，进行具体分析。而这一方面，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新闻学没有进行深入的操作和研

究。其次，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效果理论。传播效果是大众传播活动的中心，传播学中的效果理论花样繁多，美国传播学派的效

果研究，侧重于个人的、短期的、直接的效果；欧洲批判学派则重视从宏观角度对传播者和传播制度的研究。效果研究中的说服性传播、

“程设置”假说、“使用――满足说”、大众传播的强效果理论等对我们的新闻学有着直接的借鉴作用。比如，早期的说服性传播就直接

研究宣传，在宣传目标、接受信息和宣传效果等方面进行对照分析，有利于校正宣传和宣传目标之间的差距。“议程设置”假说则主要涉

及人们的学习和注意，认为大众传播会影响受众的注意力，从而左右人们的思想，控制舆论导向。“使用――满足”理论主要从受众的需

要、兴趣、利用媒介的心理动机等方面进行分析，测试媒介的效果。在我国，新闻学有关效果理论的研究十分贫乏，然而又十分急需。效

果理论至少在新闻学领域引发如下回应。第一，理顺新闻学中有关宣传、舆论导向、受众兴趣等相互关联而又异质的概念关系，尤其在实

证方法下，对这些概念做进一步的印证和澄清，便于新闻学的基础性研究的深入；第二，效果理论对媒介的影响之大，在于其伴随效果理

论而开展的媒介调查，理论被量化为看得见，模得着的东西。从阅读率、收视率、收听率中量化媒介在市场中的份额比例，从而调整媒介

的内容、功能、运作等，便于媒介的发展。比如，媒介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任何评说，就可从调查中看出端倪，从而得到比较明确的体

认。第三，借鉴效果研究中常用的定量方法，作为新闻学认知外界事物的方式，从而扩大研究领域和展现新的研究风貌。方法的多元将为

我们的学术研究增添新的路径，使我们看到了原本看不到的研究成果，解决存在和新生的诸多问题，开辟新的研究范围。最后，新闻学需

要吸收大众传播学中有关媒介经营理论。大众传播学涉及到的经济内容主要包括两点。一是有关信息理论，二是有关广告的理论。信息是

大众传播学中的基本概念，媒介发展正是有赖于信息的传播；广告是大众传播业的支撑点，受众市场、发行市场、媒介的内部管理、媒介

的内容选择等都是为了吸引广告，以获得媒介生存条件，当然，新闻学在吸引这些理论时，要符合我们的国情，社会主义的媒介发展要把

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大众传播学生长于典型的西方市场经济之中，服务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他们的传播制度，正如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交流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大众传播学在美国“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术领域，像社会科学的其他部门一

样，主要是为了满足一个现代的、工业的城市的需要而发展的，并且是以某种根据和观察所得的、充满数据的和集中于商业的研究表现出

来的。”②所以说，大众传播学从一开始，就是为了经济制度而建立、发展，并反过来对经济制度发生重要影响，它是地地道道的市场

经济的产物。从计划经济体制中孕育生长的新闻学，有其独特的理念成分，它的基础性研究有其成熟的魅力，比如新闻五性就构成了新闻

学的理论主干，如何在发扬传统与吸引外来文化方面保持科学的态度，是我们做好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的首要工作。大众传播学适应市

场经济下的媒介运作，但也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对它的借鉴，应同我们做其他的文化课题一样，有一番去粗取精的改造制作功夫，

以适应我们的政治、经济体制要求。总而言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处于大幅度的转型期，媒介发展对新闻学提出了

新的要求。大众传播学针对市场经济下的媒介发展，有它独特的引导方式和解题方式，因此，借鉴大众传播学的优秀成果是新闻学的当务

之急。本文只是想从学科交融角度对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作一个简单概述，并做一个背景分析，以期获得一些有益尝试。（作者李良荣为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晓林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见张隆栋主编的《大众传播总论》 ②  转引自张隆栋

主编的《大众传播总论》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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