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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与大众传播 

——非新闻媒介传播效果初探 

仓理新 

    

一、引    言 

  促使我写本文的动机之一就是想提出“非新闻媒介”这个概念。据我所知，以往的中

外传播 学著作中并没有这个概念，而只有“新闻媒介”概念，但是此概念并不能涵盖传

播学研究的 所有媒介。“新闻媒介”指的是那些具有传播新闻信息功能的媒介，主要指

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这几种媒介不仅具备传播新闻信息的功能，也具备传播非新

闻信息的功能，除传播新闻以外，还用大量版面、时间、频道等传播与新闻无关的信息，

如科学技术、文学艺 术、教育体育、医疗保健、娱乐消遣等。这些信息都可称为“非新

闻信息”。那么，具有传播非新闻信息功能的媒介，就可以称为“非新闻媒介”。 

  写作本文的另一动机就是想把媒介中只具备传播非新闻信息功能的媒介提出来单独研

究。 这个媒介之一就是书籍。现代社会恐怕没有人想从书上获取新闻信息。因为人们可

以便捷地从报纸、期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获取最新信息，而书籍传播的是经过长期

沉淀、积累的 文化知识。书籍的制作周期相对较长，因而使其在社会节奏日益加速的大

众传播中失去了传播新闻信息的功能。即使书籍不传播新闻信息，其传播效果也不能低

估。 

   

二、新闻媒介与非新闻媒介 

  就媒介形式而言，可分为印刷媒介：报纸、期刊、书籍；电子媒介：广播、电影、电

视、音像制品、人造卫星、多媒体、网络等。20世纪末电子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把

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提出的六种大众传播媒介作了扩展。尽管有所扩充，但从形式分类仍

然是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在施拉姆的作品中曾涉及到新闻媒介(newsmedia)，主要指报

纸、期刊、广播、电视四种，并未提出非新闻媒介(nonnewsmedia)*这个概念。我国研究

传播学的学者 亦多注重研究新闻媒介的传播效果和作用。 

  媒介既有传播新闻内容的功能，也有传播非新闻内容的功能。它们传播非新闻内容的

时间和范围比传播新闻内容的时间和范围宽广得多。可以说所有传播新闻的媒介都具有传

播非新闻内容的功能，例如广播、电视、报纸、期刊中都有新闻以外的内容。此外，还有

些媒介几乎只传播与新闻无关的内容，如电影(新闻片除外)、音像制品和书籍。它们独立

存在于新闻媒介以外而具有非新闻媒介的性质和特征，其功能是传播科学技术、文化知

识、商业信息、娱乐消遣等内容。 

  非新闻媒介传播的对象比新闻媒介传播的对象多。新闻媒介传播的受众主要以成年人

为主，未成年人占少数，幼儿几乎不受新闻媒介传播的影响。接受新闻媒介传播影响的

人，不 仅受年龄的限制，而且还受文化程度的限制。文化水平较低的人群，或许只能听

懂新闻传播 中 的简单内容。可以说能够接受新闻媒介传播影响的人群，肯定能接受非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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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媒介传播的影响。但是，接受非新闻媒介传播影响的人群，不一定都能接受新闻媒介传

播的影响。例如某些 残疾人、弱智人，他们不一定能完全接受新闻方面的内容，但能接

受非新闻媒介传播的知识 性或娱乐性的内容。 

  非新闻媒介传播的时效比新闻媒介传播的时效长。新闻媒介传播的内容以时事为主，

因此很 快就会过时，而不再对人们形成影响。从一简单的事例就可看出非新闻媒介的传

播可以不受 时间的影响。如果您现在拿出一份几十年前的报纸，那上面提供的信息恐怕

早已过时，再也无人问津。但是如果您现在提起几十年前曾流行过的一首歌、一首诗或者

一支乐曲，可能还 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并且重新流行起来。这就说明非新闻媒介传播

的时效比新闻媒介传 播的时效长。 

  我们还可从空间的角度将两者加以比较。显而易见的是，新闻媒介的传播受空间限

制，其传 播空间比非新闻媒介小。首先从人为的因素分析，全球范围的新闻传播首先要

受各国政府 的控制。任何政府都要限制或禁止其大众接受敌对国家和政府的政治宣传。

其次从受众的因素分析，本国大众未必人人都对别国的新闻感兴趣，因而限制了全球性新

闻传播的受众范围。再次从其他因素分析，全球性新闻传播受语言的限制。与新闻媒介传

播的空间相比，非新闻媒介传播的空间比前者要宽广。因为它传播的是科学技术和文化知

识等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各国政府对非新闻媒介传播内容的控制比对新闻媒介传播内容

的控制要宽 松得多。此外，非新闻媒介传播的某些内容，如音乐、歌曲、舞蹈、时装、

美术、体育等娱乐消遣内容，可以全然不受国界、地域、语言等因素的限制而传遍全球。

  通过比较，我们不难看出非新闻媒介在传播效果方面具有比新闻媒介范围大、受众

多、时效长、空间广的特点。因此，在研究传播学的过程中，大有必要加强对非新闻媒介

传播效果 的研究。开展对非新闻媒介的研究，也是区分传播学与新闻学的一个重要标

志。 

  三、书籍在大众传播中的作用 

  传统的传播学专著中提到过六种传播媒介，即书籍、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电

影，书籍 是其中惟一不具备新闻性质的非新闻媒介。也许有人会提出某些时事性小册子

反对上述观点， 但是时事性小册子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籍。什么是书籍?书籍是非新闻性

质的印刷媒介，是语言文字、图像及符号的载体，在大众传播过程中起着传播科学技术和

文化知识的作用。书 籍的传播作用主要分为三方面：传播思想、普及知识、积累文化。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书籍是一种标价的商品。 

  书籍是六大媒介中历史最悠久的媒介，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25世纪。埃及人曾用纸草

写书。 我国在公元前8～2世纪用简、帛写书。公元105年蔡伦发明造纸术为书的普及提供

了条件。 唐代盛行的刻版印刷为书籍的传播打开了门径。书在那时已经成为一种商品。

19世纪中叶印 刷机的发明使书籍的生产从手工过渡到机器，标志着书籍从小规模的传播

过渡到大众传播。 20世纪计算机的发明在排版技术上引起了重要改革，大大提高了书籍

出版的速度。 

  在现代社会的大众传播媒介中，书籍的性质是非新闻传播媒介。它的形式已从印刷媒

介扩展 到电子媒介，但仍以印刷媒介为其主要形式。书籍的出版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形成

了出版印刷 产业。根据2000年第3期《出版经济》发表的《1999年全国新闻出版业统计公

报》公布的数据，报纸消耗纸张比例为56.03%，书籍为17.89%，课本为17.15%，期刊为

8.7%，图片为0.23%。 报 纸中只有日报的新闻内容较多，占报纸总种数的18.84%；期刊

中只有综合类期刊的内容会涉及到新闻，占期刊总种数的5.86%。这样算下来，报纸用纸

中有18.84%用于印刷新闻内容较多的日报，81.16%的纸张用于印刷非新闻性报纸；期刊用

纸中有5.86%用于印刷与新闻有关的期刊，94.14%的纸用于印刷非新闻性即各种专业类期

刊。据上述分析可得出报纸中 非新闻性报纸用纸量约为全年总用纸量的45.47%，期刊中

非新闻性期刊用纸量约为全年总用纸量的8.19 %，再加上书籍和课本这两种非新闻媒介的

用纸量17.89%和17.15%，就算出了1999年全国用 于印刷非新闻类出版物的用纸量约占总

用纸量88.70%的数据(图片除外)。既然印刷媒介中大 部 分内容都属于非新闻范畴，在研

究传播学时就应该加强对非新闻媒介领域的探讨和研究 。书籍在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



中，是只具备非新闻媒介特性的媒介，就值得专门提出来加以 研究与探讨。 

  四、书籍在大众传播中的影响 

  我国出版社都讲求出版书籍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考察这两大效益，就可得知书籍

在大众 传播中的社会影响和经济影响。 

  1.书籍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对于传播思想、普及知识、积累文化具有重大影

响。根据上述统计公报，1999年我国共出版课本20 755种，总印数38.08亿册，总印张

190.77亿，用纸量44.83万吨，占用纸总量的17.15%，课本用纸总量仅次于书籍，书籍的

用纸占总量的17. 89%。这两个数字说明，书籍和课本在大众传播中的比例约为1∶1。在

我国大部分城乡，恐怕只有极少数人不知课本为何物。能读书的人都要先从学习课本开

始，从识字到扩充知识直至能读懂各类专业书。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人们受教育的经历很

相似。从学龄前开始，就读 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或参与成人教育和业余教育，

都要接触各种类型的课本。由此可见，课本在传播过程中不仅起到普及文化知识的作用，

还对人们的思想、世界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不同文化氛围下熏陶出的人，对各种事物

的看法也不相同。因此，各国政府对本国课本宣传的内容都要严加控制。书籍除了具有传

播思想、普及知识等作用之外，还沉淀与积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优秀文化成果，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文字产生起，人类就有了记载自己历史的能力，几千年的文明史

记述了人类社会经历的由初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社会形态。人类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

并在对自然界的认识与改造中不断发现、发明和提高自身的科学技术水平，人类在社会科

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取得的优秀成果，都是靠书籍将其记载、传播并留给后人的。书籍在沉

淀、传播、积累人类文明和文化方面功不可没 。 

  2.书籍的生产形成了具有规模的出版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

《中国出版社经济状况报告》(《出版广角》2000年第8期)，1998年全国新闻出版产业总

销售收入为615.6亿元，实现利润46.5亿元，销售利润率达7.6% 。 出版社系统销售收入

为173.9亿元，实现利润31.7亿元，其销售收入占新闻出版产业总量的28.2%，实现利润占

总量的68.2%，销售利润率达18.2%。从以上报告可以看出我国出版产业已具规模，在国民

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与工业经济相比较，我国出版产业总规模量(总销售收入)在37个

工业行业中排名第34位，利润排名第12位。目前，我国出版产业利润率是全国所有产业中

最高的。除工业外，建筑业资产利润率为1.2%，国内贸易行业的资产利润率为 2.3%，销

售利润率为4.1%，而出版产业的资产利润率为18.1%，销售利润率为18.2%。可见出版产业

不仅在新闻出版产业而且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对资本有极大的吸引力。 

  出版产业的发展不仅是我国也是全球性的趋势。根据2000年《中国出版》、《出版参

考》 、《出版经济》等期刊提供的材料，1999年美国出版物交易量是1989年的9倍多，达

到240.0 2亿 美元。英国1998年图书销售总额为38亿英镑，图书市场增长7%。俄罗斯也是

出版大国，近十 年图书出版呈下降趋势，但目前新书平均印数仍为9 000余册，与美国每

种书的平均印数在10000册左右相差不大。德国仅贝塔斯曼集团在1999年上半年的销售额

就达到83亿马克 ，比上一年增长28%。该集团通过兼并国内外出版社而日益强大，其支柱

部门贝塔斯曼图书 俱乐部在德国的会员已超过450万，在世界各地的会员人数已超过2 

500万，该俱乐部在中国也很活跃。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年鉴1998年版公布的10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书报刊进出口数据，1980～1995年的15年间，世界书报刊进出口总额翻了两番。

1980年书报刊进出口总额为71.74亿美元，其中图书49.99亿美元，报刊21.75亿美元；

1995年书报刊进出口总额为282.12亿美元，其中图书进出口192.66亿美元，报刊进出口

89.46亿美元。回顾上世纪，展望新世纪，图书出版业作为知识产业的一大支柱，仍会保

持稳步增长的势头，成为影响国民经济的重要因素。 

   

  *我并未从传播学专著中看到过“非新闻媒介”这个词，但我想用nonne wsmedia表达

出该词的英文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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