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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传播学的学科定位、研究方法及意义 

李新祥 

摘 要: 出版传播学是出版学与传播学的有机结合，是一门具有交叉、边缘、应用性的

新兴社会科学，同时具备综合整体性、开放发展性、依附互补性的学科特点。其学科地位

在与上位学科（出版学、传播学及信息科学等）、分支传播学、分支出版学及其他相关学

科的关系中得以确立。秉承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与学

科理论本身的互动中生发出独特的出版传播研究方法。学习与研究出版传播学有助于出版

理论建设并推动出版学学科建设，有助于全面认识人类传播现象并推动传播学学科建设，

有助于解决出版活动中的现实问题并提高出版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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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传播学就是通过对出版传播现象的研究，揭示出版传播规律的科学。它是借鉴吸

收传播学相关理论，总结出版传播实践经验，并对出版传播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分析和有机

整合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认识［1］。那么，其学科属性与学科特点是什么？与相关学科

的关系怎样？其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何在？本文尝试作些回答。 

一、学科属性与学科特点 

    

   （一）出版传播学的学科属性 

    作为研究人类信息交往活动及其规律的学科，传播学在吸收政治学、社会学、心理

学、信息科学以及统计学等学科成果基础上形成，它横跨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

学三大部类。通常认为，传播学是一门位于诸多学科交叉、边缘地带的并具有一定应用性

的新兴社会学科［2］。而出版学作为传播学的下位学科，同样是具有交叉性、边缘性、

应用性和新兴性的社会学科。如此，“出版传播学”则应是第三代交叉、边缘、应用性的

新兴社会科学。它是其上位学科“出版学”与“传播学”的有机结合。当然，我们对出版

传播学的学科属性作如此总的理解和把握的同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1．交叉性并不排斥独立性。在交叉学科基础上交叉形成的出版传播学具备交叉性，

但它同时也是相对独立的。一方面出版传播现象本身并非出版现象和传播现象的机械叠

加，而是两者的有机耦合，出版传播学具有相对完整的体系、明晰确定的品格、个性独到

的框架，它追求稳固的逻辑线索、独到的话语系统以及学科内容与表达方式的有效统一

性，因此它具有独立自足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出版学尚不成熟（基本停留在基本技能和

出版基础知识的层次）、传播学对出版又关心不够的现时代，从传播的维度研究出版保持

相对的独立性更为重要。 

    2．边缘性并不排斥重要性。如果说传播学的基本理论是告诉人们信息运行的基本理

论和信息传播的基本技巧，那么出版传播学的任务就是要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实现作品信息

的社会化传播。显然，如果缺少出版传播或缺少出版传播学，必将带来传播主体对作品传

播的社会机理和社会秩序的困惑。可见，出版传播学在传播学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出

版专业的教育体系中无疑是很必要的。 

    3．应用性并不排斥理论性。应用学科是直接服务于社会实践的科学，有很强的实践

性。但它也有自己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出版传播学固然是要直接服务出版传播实践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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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其生命活力，但同样也有自己深厚的理论基础。而且，从其服务出版学建设的角度而

言，出版传播学恐怕要更多地起理论支撑之功，而非操作层面的引导之效。 

    4．新兴性并不排斥继承性。出版传播学的年轻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同样具有深厚的

理论渊源、丰富的历史经验，就是可资借鉴的学术话语和原理同样是丰厚的。所以，出版

传播学在建构历程中对优秀学术传统的继承必不可少，也只有在继承中方能更好地体现创

新。 

    5．社会性并不排斥人文性。从根本上说，出版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属性

决定出版传播的功能发生是与社会实践紧密相关的。因为在实际的出版传播活动中，传播

秩序的确立、传播规范的遵守和维护，传播主体行为价值的判断、分析，都与实际的社会

集团利益密切相关，都与社会活动的质量和效率密切相联，都应付诸社会实践进行检验。

另一方面，出版传播学同样具有一种不可忽视的人文属性。“从传播学的意义上看‘出

版’，‘出版’就不再只是一种单纯的物态化生产行为，而是一种本身就蕴藏着生命和灵

魂的精神行为。”“对出版媒介的解读实际上包含着对出版媒介的信息文本内容和出版媒

介自身的双重解读。对出版信息文本内容的解读构成了出版传播关于接收者的阐释和接受

理论，对出版媒介自身的解读构成了出版传播的社会与文化批判理论。可以说，出版传播

本身蕴含着深刻的人文内涵。”［3］所以，在出版传播学的研究及其社会化过程中，有

必要在把握社会属性的前提下警惕人文属性的缺失。 

     （二）出版传播学的学科特点 

    出版传播学具备上述学科属性的同时，还为我们呈现出下述几个重要的学科特点。 

    1．综合整体性。科学的发展在各种动因的推动下呈现着不断的持续性，但是，每一

阶段则都因其内容、对象的不同体现出不同的特点［4］。现代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呈现出

高度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特点，这不仅表现在自然科学内部各学科、各门类之间的交叉与融

合，而且也扩展至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出版传播学作为一门交叉的综合性科学，无

疑也将汇入这一强大的潮流。实际上，人类出版传播的现代化进程，正是得益于多种学科

知识和技术的交叉、渗透与融合，才得以迅速地展开。出版传播学同样也是在这种互为借

鉴、互为补充、互为启示的多种学科交叉、渗透与融合中体现出科学与人文、技术与价值

等多重关系的矛盾、对立乃至冲突。 

    2．开放发展性。出版传播学是一门创造性的学科，绝不是固步自封的。既然它是严

格地依照人类出版传播实践经验，建立在传播学、出版学、编辑学、信息学、文献学等诸

多学科成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那么，它也必然要随着人类出版实践的发展，随着科学

的发展，不断总结新经验、吸取新的科学成果，不断得到丰富、补充、完善，不断创新和

发展。 

    3．依附互补性。出版传播学是在出版实践和传播学理论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的产

物，从总体上依附于出版学和传播学。当各国的出版实践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尤其是新

型出版物大量问世、出版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代，已有的主要围绕图书编辑活动来认识的出

版规律、特点、范畴失去了原有的解释和反映能力，而从更大范围解释着人类信息活动的

传播学理论却日渐成熟，反过来为出版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方法论，出版传播学才得以出

现。出版传播学的发展反过来则是对出版学和传播学的有益补充。 

二、学科地位：出版传播学 

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一）出版传播学与上位学科的关系 

    1．出版学。出版学是出版传播学的第一上位学科，出版传播学是出版学的分支。出

版学是综合全面研究人类社会的出版现象，揭示出版规律的学科。它不仅研究出版传播现

象，还研究出版文化、出版历史、出版管理、出版经济与出版产业、出版美学、出版策划

与实务等诸多问题。可见出版传播学只是出版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或者说出版传播学只是

出版学的一个学科维度。我们认为，出版是一种传播现象，但不仅仅是一种传播现象。所

以，我们不赞成简单地在出版与出版传播之间画上等号。那种以为借鉴了传播学的理论和

方法就能解决所有的对出版现象的认识和改造问题的想法恐怕是天真的，同样，把所有的

出版研究都置于传播学的领域也是不可取的。 



© 2001-2003 出版科学杂志 版权所有  
报刊转载必须征得同意并支付稿酬，网络转载必须注明作者及本刊网址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4楼403室 邮政编码430072 电 话：027 68753799 传 真： 68753799 E-mail: cbkx@163.com 
技术支持：cgz@163.com  

    2．传播学。传播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5］。出版传播学

同样应属于传播学范畴，为传播学的分支学科。传播学是它的第二上位学科。出版是信息

交流的一种方式，出版的首要目的是促进信息交流，出版的首要功能是促进信息传播，其

最终结果要落实到接收者的信息接收和接受上，因此出版学属于信息传播学范畴。从传播

学看来，出版传播只是人类传播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不能仅靠研究出版传播而去通观与

之有密切关系的教育传播、文化传播、政治传播、经济传播等。 

      (ID: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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