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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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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系统科学方法 

     系统科学方法是指以“老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和“新三论”（耗散

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为主导的系统科学理论指导出版传播研究产生的方法群。信

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是20世纪40年代几乎同时产生的综合性横断科学，已经引起各学科

重视并得到广泛利用。“新三论”则是在“老三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旨在探索复杂性的

新兴学科群，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们对出版传播研究的方法论指导意义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方面。 

     1．以系统论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它要求我们把出版传播放在系统的形式中进行考察

和研究。其特点是基于一般系统论的基本思想和原理，强调出版传播系统的整体性、传播

要素间以及出版传播系统与社会环境间的有机关联性、系统的动态性、有序性和目的性。

     2．以控制论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控制论方法有助于描绘出版传播过程和发展的多样

性，强调系统状态的控制和反馈，提高出版传播策略和传播制度建设有效性。这类方法包

括反馈控制方法、功能模拟方法和黑箱辨识方法以及模型化方法等。 

     3．以信息论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信息论本是一门研究通信和控制系统中普遍存在的

信息传递和信息处理的科学，现已逐步发展为一门研究信息的产生、获取、变换、传输、

存贮、处理、显示、识别和利用的信息科学群［16］。出版传播学从根本意义上说也是一

门处理信息的学问，处理的是作品信息的传播。因此，出版传播学的研究离不开信息论的

指导。 

     4．以系统自组织理论为基础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论可以指导出版传播系统的运

动、发展和演化问题，尤其是解释出版传播系统自发形成具有充分组织性的有序结构的内

在机制问题。这类方法包括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和超循环理论等。 

     5．以非线性科学和相似性理论为基础的研究方法。非线性科学是20世纪60年代以

来，以非线性数学系统和自然现象的非线性系统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前沿学科，包括混

沌学理论、分形几何学理论、非线性数学理论和非系统论等。相似性理论主要包括相似

学、全息学、模型理论、比较学、周期学、系统动力学等。这些方法虽然发端于自然科学

的研究，但对出版传播学同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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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传播学研究方法 

     问题的多样性决定了传播学的流派与方法是多元的。说到底，不同学派只是采用不

同的研究方法而已；而方法，归根结底是服从于问题的。问题的多样性成就了方法的多元

化。理论流派的多元化是解决多样性问题过程中的一种必然。当一种方法无力解释或者解

决某一具体问题时，意味着需要转换思维，开拓或者发展新的方法。而在尝试用新方法分

析、看待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成长、发展并逐渐完善起来，从而出现

各种流派与方法并存的局面。传播学理论与解释方法的多元化也如此。传播学的研究方法

主要有实证研究方法（调查研究法、数理统计法、自然观察法、控制实验法）、解释研究

方法（推理预测法、个案研究法、解释描述法、符号学研究法、模式法）、批判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思辨比较法、反馈批判法）、移植科学方法（模糊数学法、耗散结构法、

美学原理研究法、行为科学研究法）［17］。 

     在出版传播学理论研究过程中，各种传播学流派和解释方法，都可以帮助我们从不

同侧面理解传播维度中的出版现象，获知对出版现象整体性意义上的认识，并在实质意义

上服务于出版实践。当然，上述方法并非传播学的专利，大多是从其他学科引进经消化成

为传播学的有机构成。同样，用这些方法研究出版问题时不能照搬照抄，需要消化和吸

收。 

     （五）已有的出版研究方法 

     尽管已有的出版研究有重“术”轻“学”、重“定性”轻“定量”、重“中国”轻

“世界”、重“世界观”轻“方法论”等缺陷，但并不能就此抹煞已取得的成就，也不能

武断认为没有可资出版传播学借鉴的研究方法。如果没有研究方法，就不会有站得住脚的

出版学术思想，而事实上我们的出版学术思想是丰富多彩的。正是已有的这些方法，支持

了大量出版理论并指导着出版实践。出版传播学的研究不能摈弃这些方法（如定性分析和

总体评价法、实务总结和个案研究法等），而应该有效地加以继承。 

     （六）其他方法 

     出版传播学除了可以运用上述方法以外，还可借鉴以其他学科理论为基础的研究方

法，包括社会学、管理学、语言文字学、美学、文献学、图书学、历史学、法学、统计

学、数学、图书馆学等学科理论的方法都可以作为出版传播研究的方法。我们要辩证综合

地运用它们，使出版传播研究方法逐步系统化，探索出版传播研究的新方法，逐渐建立出

版传播研究的独立范式，并以此促进出版传播学的创新和繁荣。 

四、出版传播学的研究意义 

     （一）有助于出版理论建设并推动出版学学科建设 

     于友先早在1994年就曾指出，新闻出版业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理论建设、理论研

究问题。他说，“面对经济转轨给新闻出版业带来的这一错综复杂的局面，没有理论的指

导，就没有从宏观透视全局，驾驭全局的能力，是很难工作的。而我们恰恰是在这些方

面，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这种状况不能再延续下去。”［18］十年后的今天，这种状

况有了一定的改善。但与不断发展的形势相比，理论建设滞后的状况不能不说还在“延

续”和存在着。可以这么说，出版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实现“理论自觉”和“理

论先行”。出版学的巨大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19］，远未达到充分发挥的境

地。这种情况下，引进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将出版置于传播的维度中加以研究，无疑是改

善这种困境的有效途径之一。 

    （二）有助于全面认识人类传播现象并推动传播学学科建设 

     长期以来，报纸、电视、电影等大众传媒一直是传播学研究的重心，而对人类文化

贡献甚巨的出版传媒(特别是图书出版媒介)则成了现代传播活动的边缘媒体。这里固然有

时代因素使然，但传播学研究对出版这一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传播现象关注不够也是显而

易见的。人类的出版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播活动，出版传播不仅具有深刻的人

文内涵，而且有着独特的意蕴释读方式，因此，理应纳入现代传播的研究视界［20］。出

版传播学研究可以弥补传播研究中的这一重大缺失，帮助人们全面认识人类传播现象。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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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传播学研究除了帮助人们解决对出版传播现象和本质的认识问题外，更重要的

是能够落实到指导出版传播实践上，帮助人们解决现实的传播问题。当前，高新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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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月异，新型出版物不断涌现，实践中的出版操作活动面临的社会环境日趋复杂，通过

出版传播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战略高度认清形势和把握发展态势，有助于人们整合性

地挖掘和开发好出版传播资源，有助于应对出版管理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前，我国

的出版学界和业界都关心着中国出版产业正在如何整合，关心着中国出版产业该如何做

大、做强，关心着党和国家在特殊的转型过程中出版管理的行使方式及其原因等诸多问

题。加强出版传播学研究，可以拓宽我们的研究思路，从而帮助我们解答上述难题，提高

出版决策的科学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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