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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 

黄耀红 

摘 要: 大众传媒要承担重大的社会责任与大众对于传媒的文化信仰相关。在具体的传

媒运作中，大众传媒通过控制、选择、策划、营销实现自身的社会影响，而大众对于传媒

内容的理性评判又表现出明显的有限性，这正是大众传媒担当社会责任的现实需要。富有

社会责任感的大众传媒应是一个人文关怀者、社会前瞻者、文化生成者与建构者。 

关键词: 大众 传媒 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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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对于传媒内容的 

理性批判及其有限性 

    

    思想成熟的大众，一方面承认传媒的真实性与公信力，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意识到处

在控制之下的大众传媒存在着无法超越的局限性。任何大众传媒在内容选择上都不可能完

全满足目标受众的知情权，媒体在实质上主导着大众的眼睛与头脑。但随着大众个体思想

文化视域的宽广与主体精神的觉醒，随着信息传输渠道的拓展与整个传媒环境的开放，后

一种大众心态表现得越发显著。大众在接受传媒的过程中越来越融入更多带有主体色彩的

质疑与批评，传媒的公信度越来越受到大众的挑战。特别是可控性大大减弱的互联网以及

博克等新的传播形式出现之后，报纸、期刊、电视等传统的大众传媒的社会公信力受到影

响，这样，更为大众理性批判力提供了广泛的社会语境。尽管如此，大众能否真正具有对

于传媒的理性批判力，主要仍取决于个体本身的社会认识程度与知识素养层次。事实上，

具备媒体批判力的受众主要集中在数量较少的知识精英阶层。一般的成人受众虽然也会根

据自己的知识与生活经验质疑大众传媒的观点与内容，但此种质疑的广度与深度仍无法与

知识阶层的受众相比。也就是说，大众对于传媒内容的理性批判力并不能在事实上改变它

作为传达社会主流声音的主渠道地位。 

    与大众对于传媒内容具有理性批判力紧密相关的问题是，正在受教育的未成年人对于

媒体的理性辨别力最为微弱或者说最为缺乏。未成年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具有

人生根本意义的观念正处于形成过程，它们明显地要受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

的综合影响。在整个社会教育体系中，大众传媒是一种充斥全部时空的教育资源、教育途

径、教育手段，对于未成年人的成长具有无孔不入的影响力。因为，相对于家庭与学校来

说，事实、思想与言辞一旦通过媒体公之于众，它便赋予社会的道德与良知、公众价值取

向与情意态度，它就意味着这些事实、思想与言辞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在缺

乏理性判断力的未成年人面前，大众传媒的社会角色必然产生强大的榜样效应。不管是正

面的还是负面的，传媒对于未成年人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可以说是长驱直入。媒体

直接宣传或间接濡染的思想价值观念很容易主导未成年人的精神世界，它们的传播力量远

远胜过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的说服与规劝。因此，在未成年人面前，大众传媒是一种横

跨家庭、学校与社会的教育力量，它为整个社会提供教育的话语背景，它肩负着国家、民

族、人类进步的教育责任，承载着历史、现状与未来的教育使命。 

    与未成年人成长过程相伴随的是他们心理的社会化过程，大众传媒直接或间接地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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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的社会化过程提供着最生动的教材。在未成年人成长的问题上，大众传媒表现出明

显的双刃剑特征。它们能以真善美的内容促进未成年人的社会化，为他们承载真理、智慧

与文化精华，但它们所承载的负面信息同样会突破时空，渗透入思想不设防的未成年人的

生活与灵魂。 

    这些年来，随着电视、光盘与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与普及，随着媒体不可逆转的产业化

趋势，媒体因经济效益的追逐而忽视社会效益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不能不说是当代未成年

人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生活中，我们随时可以看

到大众传媒在未成年人身上产生的种种回应。大众传媒不惜时间与版面炒作影视歌星，让

他们不断出现在电视、报纸、期刊、网络上，这实际上给了未成年人一种信号：这些形象

潇洒、靓丽的星星是得到社会广泛认可的，值得羡慕与模仿。可以说，大众传媒实际上成

了中小学校园里“追星族”的最大培养者。因为未成年人很容易在电视、网络里见到男女

情爱、性、暴力，甚至赌博、迷信，这些“少儿不宜”的镜头与情节一不小心就成了缺乏

理性判断力的中小学生悄悄模仿的对象。再者，书店书摊里存在为数不少的色情卡通，一

些所谓的美女作家以身体写作的畅销读物，还有那些消解神圣、消解道德，表现生活虚

无、迷惘、苟且、颓废、即时行乐的所谓后现代作品，更使得不少未成年人变得不学无

术、玩世不恭而又叛逆不羁。可以说，当代青少年成长中表现出的种种带普遍性的问题，

大众传媒都难辞其咎。因此，大众传媒实现自身社会责任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未成年人缺乏

对传媒的理性分辨力这一基本事实，在传媒内容与形式上应怀着一种广博的教育情怀，一

种深远的人文关怀。 

     即使在具有理性批判力的成人大众面前，大众传媒的内容同样会以一种先入为主的

优势形成大众心理暗示，进而影响到他们对于生活、对于社会的情感态度。比如说，一个

处于发展中的城市，在良好的政策环境下，城市建设、市政服务、市容市貌等方面都发生

了相当明显的变化，整个城市呈现出改革带来的勃勃生机，但许多问题不可避免地同时存

在，这本是常理。如果以这个城市为报道内容的大众传媒总是选择诸如抢劫、凶杀、污

染、交通事故之类的新闻，这种取向势必影响到这个城市的居民对于日常生活与周边环境

的心态。同理，如果一家媒体总是捷报频传，连篇累牍地都是表扬与赞美，媒体与生活的

距离便会越来越大，读者对媒体的信任亦将大大降低，甚至会因颂扬的浮泛而产生阅读的

倦怠与逆反。 

大众传媒担当社会责任的角色期待 

    在市场环境下，大众传媒作为一种产业，存在着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二者的冲突，在

市场原则下，传媒很容易滑向急功近利的错误轨道。大众传媒将个体传播变成公众传播的

同时，也就赋予传媒内容以社会意义，它决定大众传媒必须具有一种社会担当的精神。特

别是在产业化运作的过程当中，大众传媒的运作不能仅仅定位于一种投资与利润分配的经

济行为，而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在“大众”二字之下，媒体的传播在深层次上属于具有特定

社会价值的文化行为。这种行为性质对大众传媒的社会角色有着鲜明的定位要求。 

     大众传媒首先要成为一个人文关怀者。媒体提供的是不同于工厂生产的生活物质产

品，而是服务于生活的资讯与观点，是一种精神与生活的价值观。大众传媒不仅仅是一个

单纯的信息通道，而是社会个体走出自我之后观察、认识、理解社会的路径与窗口，它是

架起个体自我与社会、当下与未来、物质与精神的一道桥梁。大众传媒凭借内容选择与观

点树立诠释着、建构着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乃至信任和信仰的标准、原则，它的背后是大

众社会公信的期待，它寄托着大众最质朴的真善美的理想追求，蕴含着大众对于精神与行

为的价值取向。大众传媒的此种社会角色要求媒体制作者必须有一种教育情怀。当然，这

里所说的教育，不是工具意义上的教育，而是价值意义上的教育。也就是说，大众传媒的

任务不只是传递知识与真理，不只是教导与训诫，而是要求它有一种化育天下子民、悲天

悯人的人文情怀。它关注百姓民生，它基于普通人的生活与情感，而又不断地引导他们、

提升他们。这就要求媒体工作者要有一种兼善天下的儒者气质，让自己的思想与学识始终

处于与业界精英、普通受众平等对话的状态，并从中获取策划灵感和决策营销思路。 

    其次，大众传媒要成为一个社会前瞻者。大众传媒的市场，只是某个阶段人们表现出

来的共同消费需求，它往往具有即时性、功利性，因此，传媒在研究市场的时候，不能只

看到市场需求，而不注意传播内容的社会影响，不区分受众的即时需求与长远需求、低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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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与高级需求。大众传媒作为精神产品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对市场的分析更多地要关注受

众的内心成长，设身处地地考虑哪些事实、资讯与观点会对受众特别是未成年受众产生的

心灵影响以及行为示范。 

    第三，大众传媒要成为一个文化生成者与建构者。文化的生成与建构功能，要求大众

传媒通过编者、作者、读者的三维互动，催生与创造新的文化产品，并凭借自己的媒介优

势把一个时代最精华的思想、最文明的成果记录下来，流传下去，成为后世的精神食粮。

在各种传统媒体中，书籍与期刊作为文化生成者与建构者的角色似乎比较容易获得认同，

但像电视、网络之类的传媒，更多的时候，被人们简单将它们的功能窄化成娱乐与新闻资

讯。事实上，走进家庭的电视以其视听的直观性。让受众可以毫不费力地接受其传播的内

容，看电视正成为人们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生活方式，它的影响面与影响力很多时候是书

刊报纸不可企及的，特别是网络，它正以其开放、互动、快速、大容量、易检索等诸多优

势被年轻一代迷恋。因此，提升大众传媒的文化品位，发挥其文化生成与建构功能，当是

其发挥社会担当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单位：湖南教育报刊社《湖南教育》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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