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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培仁：重新认识中国媒体身份 

时间：2005-8-8 18:03:38 来源：人民网 作者：邵培仁 阅读1250次

  

    邵培仁，1953年11月出生，江苏淮安人。先后任杭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新闻研究室主

任、系副主任。1992年晋升为副教授，11994年6月被批准为硕士生导师,1996年晋升为教授，

2001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现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浙江

省传播学会会长，浙江省社联理事，《中国传媒报告》杂志主编，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

心（教育部科研基地）学术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审

专家，教育部新闻传播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当前中国媒体存在角色错位和身份危机，现在已经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既接通不了传

播全球化的网络，也追赶不上国家现代化的步伐；既同传统身份渐行渐远，也与现代身份若即

若离。大众传播中的媒体认同飘忽与失语症、焦虑、“弱智”与功能性运作，以及角色冲突、

整合失败和身份混乱，导致了媒体公信力的弱化和社会声望的下降，甚至严重到了要被公众摒

弃的地步。现在甚至不看电视，甚至也不看报纸，好多的收视率调查反映的实际上是中下层的

情况。最近我们在浙江搞了两次大的调查，富人社区门口停着轿车人是进不去的，只有普通老

百姓敞开大门让你调查。  

  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中国媒体的属性和身份，从媒体核心价值的建构、各种他者力量的

吸纳、加强媒介教育和批评等方面，主动设计和重新定位中国媒体正向、健康、和谐、统一的

以及能够适应社会变化和时代趋势的身份特征。 

  媒体在身份当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当他认同政治的时候往往会成为政客，当他

过分强调市场的时候他又成为商人，当他强调文化的时候他又会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历

史，在五四的时候拒绝排斥中国文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批判，前一段时间是反思，现在

是什么？进入了一个选择和不确定的时期，或者说它是不坚定的文化传播者。所以我赞成喻国

明教授的讲课，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一系列的决策和身份价值整合，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和谐和

完整的身份整体。  

  在1998年的时候我承担了教育部的人文社科课题，这个课题叫做知识经济时代大众传媒角

色与公众问题，里面探讨了角色问题。这篇论文里身份实际上是换一种说法，是针对目前媒介

当中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新的媒体身份应该坚持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放在首位，然后再全球认同、市场认同。也

就是说，要是国家和民族的代言人，是社会正义和社会公正的维护者，是优秀文化的引导者和

创造者，同时充分整合和吸收全球化的要求、市场化的要求，从而构建一个更加和谐、丰满、

科学和合理的身份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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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当代中国媒体身份的角色构成  

  整篇论文实际上回答三个字，就是“我是谁”。我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今天我

们没弄清楚我们是谁，我们现在是谁大家认识上面有误差，我们应该是谁，把这个问题回答

了，中国媒体的身份、地位才会更清楚。以往我们知道中国媒体最重要的身份是党和政府的

“喉舌”，中国媒体的一项中心使命就是充当党和政府的“喉舌”。“喉舌”不仅是党和政府

长期以来对新闻媒体的明确要求，实际上也得到了新闻界和学术界的认同和肯定，并且也落实

在具体的传播行为中。当前，“喉舌”角色定位存不存在？我们说它依然继续存在，它是以一

种什么样的力量维持存在的呢？有三种，第一是历史记忆的力量，也就是它有一种惯性；第二

是现实控制的力量；第三是媒体利益的考量，我这样做是有好处的。  

  经营主体。事业单位、企业经营，它现在是一个经营的主体，要有市场机会，市场经济要

有中国媒体，既要追求社会效益，也要追求经济效益，既是传播的主体，也是经营的主体，既

是事业单位，也是企业机构，作为经营主体，实际上它既是生产者，又是营销者，既是信使，

又是商人，这种角色的出现和身份的转换是至关重要的，现在许多的媒体实际上已经变得越来

越商业化了，唯利是图，已经和资本家差不多了。  

  全球媒介。现在经济全球化，传播要不要全球化？当然要全球化，但问题在哪里？我们在

全球化的过程中应该如何确立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现在我们看到许多报纸实际上已经不知不觉

的成了外国媒介在中国的翻版，外国媒体怎么改我们这儿也怎么改，不去思考。在这种全球化

的背景下中国媒体如果没有自己的身份，没有自己的主体性是很可怕的。  

  社会公器。媒体应该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出现，有哪几方面决定这样的身份定位呢？首先是

媒体具有一种物质基础的力量，如果报纸没有人看，广播电视没人听就失去了起码的物质基

础，所以这是一种物质基础的力量。其次是社会观念体系的力量。媒体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公

器，是大众的精神产品，但是现在媒体作为受众代言人的身份和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

我看传播学的数字就知道，当一个人在播报新闻的时候，调查问你，你在播报新闻的时候想到

了什么？好多人想到了自己的朋友，想到了自己的家人，想到了领导，想到了周围的同事，唯

独没想到的是大众，尽管许多媒体口口声声声称以读者为本位，消费者是上帝，但实际的做法

并不是。  

  传播角色。报道新闻人们称它是“社会哨兵”，传递知识的时候人们称它为“人民教

师”，它揭露腐败、鞭打丑恶的时候人们说它是“社会医生”，丰富生活、愉悦身心又被人们

称为是“娱乐工厂”。  

  中央电视台有一个节目这样声称，我们的目标是生产快乐。现在的新闻记者说我们已经不

是新闻记者了，我们是新闻民工，电视记者说我们是电视的打工者，在传播角色的认同上现在

不是把自己看作是越来越高了，而是贬低自己。实际上今天的新闻记者和电视记者是什么样的

传播角色呢？我觉得确实不像过去那样，他们真的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焦虑不小心就被炒鱿鱼

了，现在我们好多的毕业生不是正式进去，这样的在媒体的一半以上，因此他们对自己的前途

充满一种焦虑感和不确定性，他就像民工一样，必须好好的干活才能保住这个饭碗。哪样东西

生产的快就生产什么，什么东西容易生产就生产什么，至于为什么要生产不做更多的思考，就

是我为挣工分而奋斗。  

  二、中国媒体的角色冲突  

  1.政府代言人角色和市场主体之间发生冲突。左右为难的中国媒体正在丧失原有尊贵职业

的身份，而变得与“卖东西的”没多大区别。  

  2.政府喉舌角色与公众代表角色之间的冲突。一旦政府和公众处于某种矛盾状态，知情权

和政府的控制权直接发生冲突的时候媒体就面临选择，当倾向于媒体知情权的时候政府发怒，



当更多的倾向于政府的时候公众不满意，为什么？你侵犯了我的知情权，所以这两者之间如何

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我觉得在考验今天中国媒体的智慧。  

  3.公众代表和市场角色冲突，广告商和公众之间也面临冲突。  

  4.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冲突，这个比较好理解。  

  总的来说现在把中国的媒体推入了一个巨大的角色冲突场，在错综复杂的力量对抗中，中

国媒体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境地，引发了其自我认同和身份的危机。 

  三、中国媒体的认同紊乱和身份危机  

  本来长期以来是不存在身份问题的，现在为什么会成为问题？现在已经由过去的以阶级斗

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的环境和背景转变了，所以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框框。  

  1.新的认同定位。这么多的东西需要进行选择，媒体确实想改变自己，它一方面追求传播

的国际性，一方面追求商业性，同时还要照顾到特殊的国情，媒体处在一系列的困惑当中。  

  2.身份整合失败。在整合的时候怎么样？我认为整合失败了，就像我前面讲的新的身份整

合现在过于失败。  

  当媒体紧紧盯住富人钱包的时候往往引起现实大众的不满和反抗，当媒体关注上流社会的

价值观，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小资情调的时候，实际上低层的人不满，所以一系列的问题摆在

今天媒体的面前。与全球化同步的同时现在民族主义又升温，民族主义升温实际上是满足了今

天中国媒体市场的一种需求，当经济发展的时候民族主义会上升，现在中国人有钱了，谁也不

怕了，小钱我都看不起了。民族主义升温的话吸引了受众的眼球和注意力，能引起共鸣，实际

上也会导致反全球化的效果。  

  3.身份危机。我觉得有几点，(1)认同飘忽和失语症，(2)焦虑，(3)“弱智”和“功能性

飞行”，(4)危害。当前中国媒体身份的认同偏差和认同危机状态使中国媒体自己陷入了既不

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的深谷，进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  

  四、我们需要重建中国媒体身份平衡的状态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身份的重建、身份的变化是客观规律，为什么？因为身份本身不是孤立

的，它也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变化是应该的。在变化过程当中，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应该对

它进行定位，否则在具体的传播过程当中就会处于混乱，所以要准确定位。就中国媒体来说，

要想建立中国媒体完整和谐统一身份的特征，就必须确定中国媒体身份的自我认同中心，自我

认同中心是什么？  

  我认为就是要回归到民族国家，也就是回到中国的主导立场上来，我是中国的媒体，你不

是美国的，也不是日本的，也不是其他的国家，所以应该回到“中国”这两个字上来，就是要

国家认同、民族认同，这当然也是最重要的政治认同，只要中国媒体坚持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

同放在首位，然后再全球认同、市场认同，那么我们就能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潮流中保持特

色，立于不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坚持这种定位有几个好处，同时也要注意融合“他”和“我”，总体上来说就是整合，要

把一系列的身份整合成一个完整的、和谐的、科学的、合理的整体非常重要，否则单独的强调

某个角色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整合非常重要。同时在整合过程当中要保持一种平衡，一旦失去

平衡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要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同时加强媒介教育批评。上次我在复旦发表

一篇论文，我学术研究有三种取向，一种是赞扬，一种是批评，还有一种是一分为二，既说好

 



也说不好，我在批评的时候是不说好话的，所以今天是批评，不说好话，这是一种取向，如果

说每一篇都既说好又说不好，就像我们吃的菜一样，没有辣味就没有多大意思。我现在觉得中

国媒体现在的好话听的太多了，现在需要批评，批评才能警醒，才能促使他反思，看看自己的

行为是否端正，所以要批评，客观合理的媒介批判对公众也起一种警醒的作用。  

  总之重新认识和定位中国媒体的属性和身份，中国媒体才能化解危机，走出迷宫，活出愿

景，重振雄风。(作者：邵培仁/这是作者在2005中国传播论坛上的发言，本文文字为新华网根

据人民网文字直播实录整理)  

  注：2005中国传播论坛为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每年举办一次的高层学术论坛，

今年的主题是“中国媒介：转型与趋势”，主要包括“和谐社会与大众传播”、“国际化语境

中的中国媒介改革”、“体制改革与媒介创新”、“全球化时代的媒介经营管理”、“中国媒

介研究”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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