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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当下舆论学研究的依赖性问题 

 

[摘要] 当下中国舆论学研究的依赖性具体体现在理论上对西方的依赖，立场上对政治的依赖，方法上对思辨

的依赖，角度上对其他学科的依赖，传播上对其他学术渠道的依赖。本文提倡建构独立的中国舆论学。 

 

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舆论的重要意义，中国舆论学的研究也越来

越引人注目。但与其他自成体系的学科相比，几乎可以说舆论学尚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舆论研究领域内显示着

基础薄弱，理论芜杂，深度有限，视角单一，影响不够等弱点，核心问题则是依赖性。具体来说，这种依赖性集

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理论上对国外的依赖：主要体现为学理研究历史过短，基本概念体系尚不完备和统一，缺乏独创的理

论，对西方理论依赖过强，没有自己的特色。 
多数著作还在基本概念和范畴界定上徘徊，深入开掘不够，缺少细化研究。“舆论”这个基本概念之下相应

的从属概念体系不健全，研究者各自为政，在著作中偶然出现一些新概念，但却少能得到学界一致认同。如作为

舆论学研究领域著述颇丰的刘建明的舆论学研究，其中的概念越来越多，但论证过程却不见深入，这一点在《舆

论传播》一书中体现得特别突出。他全方位地论述舆论的历史、舆论的属性与特征、舆论传播与舆论形成、舆论

类型与性质、舆论传播行为、形态、规律、功能媒体、社会建构、舆论的测量与量化。提出了很多概念，“内聚

力是指团体成员的向心力、心理和态度的不可分离性。（1）“主导舆论是指在社会意见中发挥导向性或凝聚力的

意见”（2）“群体舆论是指社会小环境中，可以计数的人群形成的一致意见，他们议论纷纷的状态显示了舆论的

风貌，构成社会舆论的细胞。”（3）还有“舆论群”“思想从众”“舆论的惯性”“舆论的弹性”“飘雪模式”

“爆米花模式”等等一系列概念。但是大多数新概念的提出，并没有严格的论证和分析，只有几句模糊的前提，

什么具体的解释也没有。可以说，笔者只是随意选取了几个这样轻率下的定义，里面的科学性是很值得怀疑的。 
现有的学理研究基本上集中精力打基础，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开掘不够，如

舆论的要素、舆论的属性、舆论的形成、舆论的模式、舆论的类别等方面的研究都缺乏深入研究的专著，使现有

的理论停留在浅层上。现在需要一些细化的，有深厚理论功底的著作来丰富舆论学的视野。 
二、立场上对政治的依赖：研究者在舆论学的研究中，对舆论主体公众、处于舆论中的个体缺乏研究，大多数

把研究集中在舆论的调控上，有时自觉或不自觉以政治话语代替学术话语，甚至迷失在政治宣传的立场中。 
本人搜索了2004年中国期刊网上带有“舆论”两字的文章，搜集到共248篇，其中大部分是带有学习性的文

章，如《干扰新闻舆论监督将被查处 》、《舆论监督要着眼于取得好的效果 》《试论提高干部新闻舆论监督意

识》等，甚至是表态性质（4）其他成果也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囿于政治立场的限

制，一些研究著作都是从“集体”的角度来看舆论，看重的仍是舆论的“为我所用”的功能，“我”是某个组织

或社会机构或者政府，其中控制与引导的差别人们注意的不多，而舆论自身的真正力量，也即舆论的不可控性则

是空白。而个体存在与舆论的关系现有的研究基本没有涉及，而这则是更为重要的一部分。框架的建构显得过于

单调。与西方众多的流派相比，中国的舆论学研究则显得捉襟见肘。即便是力图脱开政治习见研究舆论的成果，

也多把目光集中于舆论的控制与引导上，而少有对个体存在与舆论关系的探讨。也就是说，个别舆论学研究者在

舆论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充当地个别部门、组织的智囊，显出献计献策的功利心，忘记了学术的终极关怀。 
这一问题是中国特定的舆论研究环境下产生的，也和中国特定的历史有关，长期以来，大一统的传统文化和集

体意识，中国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在学者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学者应该时刻提防着这一点。 
三、方法上对思辨的依赖：中国舆论学研究与西方最大的不同就是，西方的理论常常是经过实证检验得出来

的结论，而我国舆论学研究理论上的探讨大多停留在思辨上。  
中国的舆论调查机构是益增多，但学术性的调查机构并能做出一定成绩的除了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喻

国明之外，似乎都没有有影响有深度的理论成果出现，近年来喻国明由于更加关注媒介经济问题，在民意方面的

作者：陈秀云  



实证研究出现了危机。 
这种现象一是与中国人的学术习惯即务虚有关，也与国内对舆论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比较陌生，同时客观条件

的限制起了极大的制约作用。 
中国舆论学者没有足够的资金和设备来从事较成规模的社会调查工作，也缺乏一些实验必需的设备基础，这

样，事实证研究对大多数学者来说极为困难。 
虽然在起步阶段做一些宏观的思辨研究是极其必要的，但是，如果大多数的著作都集中于思辩的探讨则是不

正常的，对于建构中国特色真正有说服力的舆论学理论也是不利的。呼吁中国的相关机构和部门对舆论学实证研

究的支持，也是舆论学者需要努力为之的。 
四、角度上对其他学科的依赖：现在舆论学研究常常借助于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公关学、文化

学等方面的理论来阐释舆论问题，但是，融合为一的论著极少，在论著中各种理论杂陈的现象比较普遍。 
如王雄的《新闻舆论研究》（5）从新闻舆论本体论、新闻舆论功能论及新闻舆论与公民社会、公共领域进行

了分析，从舆论的基本概念入手，由历史到现实力图对舆论研究的视野进行拓展，在论述中，虽然努力保持理论

的一体化，但是，在全书的结构中明显出现了力有不逮的现象，如果说上篇理论性还较强，融合得较成功的话，

在下篇关于公共领域的建设问题的探讨中，却只是对历史学、新闻学、社会学进行简单的拼凑，主要集中在中国

公共领域从近代到现当代的建设历程上来，没能把公共领域与新闻舆论的关系联系起来，其理论的分裂相当明

显。 
这种对其他学科的依赖性和舆论学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舆论本身就常常作为社会学、新闻学、传播学研

究的内容之一，各个学科都有各自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在舆论学研究初期在整合上难免出现一些偏差，这就需要

学者们具备深厚的各科学基础，否则，不可能把舆论学从中分离出来。 
五、传播上对其他学术媒介的依赖：舆论学目前的影响极为有限，没有独立的专业学术期刊，也没有有一定

组织的经常性的全国范围内的民间组织，大多数院校都没有开设这门课程，舆论学最基础的传播渠道都没有建立

起来。 
所有这些制约性的因素，使舆论学与新闻学、宣传学、传播学、社会学常常混在一起，没有以独立的身份出

现在人们的视野。简言之，舆论学的不独立，使舆论学学理研究不能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更不能从狭窄的学

术圈向社会辐射出光芒。 
目前，社会上非学理的“舆论”之声几乎淹没了微弱的学理呼唤。从期刊网上的搜索会发现带有“舆论”二字

的文章动辙上百篇，但是，多是一些顺应潮流的应景之作，宣传、公关、企划等人士都在大谈舆论，但是，与舆

论学相去甚远。一门学科的成熟与其影响力密切相关，如果举世都在学理的含义之外大谈学理上的概念的话，从

一个侧面证明这门学科的弱势地位。建构独立的中国舆论学任重道远。 

 

注  释： 
（1）（2）（3）刘建明：《舆论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第107页，第119页。 
（4）关于中国期刊网“舆论”主题的搜索时间为2005年1月1日。 
（5）王雄：《新闻舆论研究》，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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