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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态环境下的“媒介化风险”及其预防 

 

    如今，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已经得到了高度认同，根据贝克的观点：现代风险的表现

形式多种多样，如环境和自然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政治风险等等，它几乎影响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面。现代风险是隐形的，并且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现代风险不是孤立的，它的影响将波及全社

会，而且是以一种“平均化分布”的方式影响到社会中的所有成员，包括穷人和富人。而且，现代社会的风险一

旦转化为实际的灾难，它的涉及面和影响程度都将大大高于传统社会的灾难。 

现代社会风险的一大特点，是它叠加在“媒介化社会”的基础上，以通俗的话表达：当代的社会风险，大多

是由传媒的信息传播行为呈现出来的，因而是典型的“呈现性风险”，或者说“媒介化风险”，普通人感受到的

不是实际的风险，而是被传媒呈现后的风险，传媒报道、披露的风险信息，是一般社会成员能切身感知到的风险

的关键性源泉。如此，人们不得不关注一个颇为现实的问题：在拟态环境下，传媒主动或被动引发“媒介化风

险”的可能性，以及如何有效预防它们的出现。 

 

一、拟态环境与传媒的风险呈现 

李普曼“拟态环境”理论中指出，我们每天接收到的信息越来越多，我们根据这些信息形成关于这个世界的

看法，但我们的这些看法并不来自于直接经验，而是来自于大众传播媒介给我们营造的拟态（虚假）环境，进而

我们按照从这一拟态环境中获得的信息，去理解与想象一个“现实”的世界。所谓的“拟态环境”，正是传播媒

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

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

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 ] 日本学者藤竹晓进一步发展了“拟态环境”概念：在拟态环境中，起初不具代

表性和普遍性的观念、价值、行为方式等，在经过大众传播后具有了重要性，而与“拟态环境”存在一定距离的

真实世界，在大众传播的作用下越来越向“拟态环境”靠拢，并日渐形成“拟态环境”的特点。 

传媒天然是人类的信息传播工具，这使得它们拥有了充当人们与外部世界沟通中介的先天优势，在风险社会

中，人们也很自然地把这项重要使命移交给传媒：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加剧了社会成员对新闻信息的渴望与

焦虑，因此，风险社会学赋予媒体在“对抗风险”、“揭露风险”、“具象化风险”方面的重要责任，风险议题

有赖于传媒的呈现，大众传播将有效提高风险情境的“社会能见度”，贝克也充分肯定了大众传媒在风险社会中

积极的传播功能：“对已经确定的风险的定义就像是一支魔棒,在一个对自身造成威胁的迟钝的社会,它可以激活政

治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公众(大众传媒)对风险的揭示就成为流行的思想狭隘的‘更多同样的事’这一态度的解

药。” 

风险社会的另一大特征是其平等性。换言之，人人都有可能受到危机的影响。因此，在新的风险社会中，应

建立起双向沟通的“新合作风险治理”模式，在政府、企业、社区、非营利组织之间构筑起共同治理风险的网络

联系和信任关系，建立起资源、信息交流与互补的平台。这样才可能充分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共同应对未来可能

发生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传媒将是最可依赖的信息平台，作为政府与公众中介的媒体，在突发事件的应对和

管理中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 

澳大利亚危机管理专家罗伯特·希斯将媒体在社会风险中可资发挥的作用概括为；  

1．提供信息，指导公众在不同的危机情境中行动；  

2．增强公众的危机意识；  

3．危机发生时警示公众；  

4．为危机管理者提供信息，关注利益相关者的情绪，可以理解和分析较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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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供有关做什么、去哪里、联系谁及采取什么措施的信息，以控制并解决危机。[ ]  

在当今社会，大量风险是由技术导致的，其重要特点之一，便是普通人无法通过感官直接感知，风险在表现

为实际症状之前一直笼罩在一种不真实的氛围中，或者说，由于与这些技术有关的危险不是一种可视的存在，它

们很难被人们认识为风险，风险社会中的公民很可能就是“瞎眼公民”。这种情形不仅发生在风险的潜伏阶段，

也可能发生在风险的初发阶段，当公民、乃至政府尚未充分意识到风险的存在时，传媒和记者就应该及时传递信

息，呈现风险景象，提供风险预警，这在美国知名新闻记者约瑟夫·普利策那个著名比喻中可以得到充分印证，

他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

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 

社会对传媒在风险呈现方面的功能的合理预期，是借助传媒塑造社会的风险共识。传媒关于风险共识的诉求

在于，利用传媒的影响力、充分的组织性，坚持风险分配正义及其责任框架，通过对话的方式，让政府、风险利

益涉及方、专家、社会公众之间形成关于风险的共性认识，从而达成最大的关于可行性、合法性、合理性的政策

形成。[ ] 

 

二、“媒介化风险”的表现及危害 

但是，在风险社会语境下，传媒也可能成为已有风险的助推器和新风险的发动机。因为受众对风险的认知和

理解离不开传媒，在现实的社会风险面前尤其如此。一旦传媒在风险呈现过程中出现偏差，高度发达的现代信息

技术很快就会将其全球传播，由风险和灾难所导致的恐惧感和不信任感将通过现代信息手段迅速传播到全社会，

引发社会的动荡不安。 

“媒介化风险”的主要特点在于，传媒因其社会信息沟通中介的特殊角色而发起了风险，这一点又突出地体

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传媒本身无中生有地挑起风险，制造社会恐慌或混乱；二是传媒在传播既有社会风险过程

中，有意识地扩大或缩小，使已有的风险无法准确反映，传媒失去了预警的功能，转而成为风险的参与制造者。

前者是传媒主动担当了新的社会风险的“发动机”，后者则表现为传媒充当了已有社会风险的“助推器”。 

传媒在已有的社会风险中充当“助推器”，教训可谓层出不穷—— 

现阶段，我国广大民众缺乏科学的风险意识，不能以科学的态度认识和应对风险事件的发生，这样的社会心

理背景，考验着传媒在风险传播过程中的表现，“媒体误读”必然加重人们的焦虑与恐慌，使事实的风险与恐慌

的社会心理相结合，最终加重风险的危害程度。例如在2003年“非典”时期，相当一部分地区的群众对“非典”

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恐慌，心里焦虑，流言四起，整个社会人心慌慌，而在2005年禽流感较为严重的时期，很多人

拒绝吃鸡，以至于谈鸡色变，在这些案例的背后，传媒的推波助澜作用是不可小视的。 

传媒对科学的误读，是传媒解释社会风险时出现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现代风险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

的联系，许多风险是基于科学技术的变化而产生的，要求人们以高度科学的态度对待，而传媒在报道科学问题时

往往偏重于轰动性和影响力，却忽视其完整性和平衡性，加之一些记者的科学素养本身也存在瑕疵，最终导致对

风险议题的呈现常常出现偏差，对某一特定议题的报道在数量上多寡失当，在内容上也选择不妥，而且传媒的报

道取向，也影响到它能否尽量完整地呈现与风险议题核心论述有关的诸多事实。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传媒对于

特定社会风险事实的揭示往往带有欺骗性，更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全感。 

此外，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赋予了风险的高度争议性，争议的焦点契合了传媒的价值判断。触及社会中

枢神经的风险事件，事关受众的切身利益，暗合了传媒的新闻价值观。现代社会中传媒的企业化特征，导致了在

不能确定基本状况的情况下，一些传媒为谋取“眼球经济”，故意夸大和歪曲风险的实际情况，形成所谓的“风

险预言”，传媒成为社会风险的建构者、“发动机”。 

风险是对“常态社会”的破坏，是一种非常态，而这恰好是各种传媒报道、传播的兴趣点所在，反常性是报

道追逐的焦点之一，在商业利益、新闻竞争的背景下，一些传媒不免要把风险作为炒作的对象，倾向于强调戏剧

或例外的情况、意见不一致和冲突等，许多学者曾批判这种情形：都市生活类报纸充斥着庸俗新闻并将日常生活

夸大甚至扭曲，而媒体与受众沉醉于观看的热闹而忽视问题的实质，必然丧失对问题的深层思考，2007年初个别

报纸对“海南香蕉致癌”的连续报道以及导致的后果，就是这类行为的一个典型，学者研究后发现：其对广州香

蕉感染枯萎病（俗称“蕉癌”）的报道并非凭空捏造，也不存在报道失实；然而，整个报道却存在着煽情、夸

张、失衡、不严谨等问题，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消费者……煽情报道之所以会出现，则是为了强化报纸的卖

点与看点，抢夺读者的眼球，争夺注意力资源，一言以蔽之，是为了片面追求市场效应与经济效益。[ ] 

实际上，简单的两分法并不足以囊括所有的“媒介化风险”，还有一些更深层面的因素牵制着传媒：现代社

会的各种资源与权力嵌入传媒，导致了传媒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权力博弈的地方，是软实力的角逐场

所。真正的社会事实往往让位于政治与经济目的，传媒对于风险不再简单的再现，而是各种社会风险因为各方势

力的影响而被媒体隐藏，在隐藏状态之下，社会风险实际上被加大了风险。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认为，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我们对社会中提供信息和解释信息的符号系统和专家

系统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如果这两大系统出现问题，现代社会就有可能陷入高度紧张和突发性事件所带来的混

乱的风险之中，而传媒是“提供信息和解释信息的符号系统”的核心部分之一，一旦其在风险传播中发生扭曲或

误读，社会危害不难想见。 

 

三、“媒介化风险”的有效预防 

对于“媒介化风险”的有效预防，不能采取因噎废食的态度，以牺牲传媒的风险传播功能为代价，相反，必

须在有效强化传媒的风险传播职能、推进社会风险抗御能力的前提下展开，是对其正面作用的进一步加强。 

传媒能否完整地呈现风险议题、有效地促进风险传播以及深入地阐述公共政策议题，对于提高社会的风险抗

御能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2006年，我国政府印发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

年）》，明确指出“提高各类媒体对于公共卫生事件和重大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指导公众以科学的

行为和方式应对突发事件。”这为充分发挥传媒的社会监测功能，完善社会利益协调和社会纠纷调处机制，建立

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救援、社会动员机制，提高处置突发事件能力提供了政策规范，传媒在风险传播中的功

能必须加强，显然是其中的应有之义。 

但是，传媒作为风险传播的主体之一，不能也无权僭越自身的角色规范，传媒的责任是如实提供信息，呈现

社会风险，促进社会的风险共识；而非炒作、扭曲或误读社会风险，制造社会恐慌或混乱。 

传媒在风险社会中正确发挥呈现功能，注定了它们必然是负责任的媒体。新闻媒介应负起正确引导公众舆论

并进而引导公众参与政治的社会责任。首先，媒介应充分尊重公众的意见，为公众提供一个平等交流、讨论的论

坛，而不能压制公众的意见，甚至让公众发表和自己意见“假一致”的观点。其次，媒介应以服务社会公共利益

为目的，而不能为一些利益集团的私人目的服务或者为不正确的思想服务。再次，对严肃的社会问题媒介应以严

肃、公正、客观的态度去对待，而不能将其“娱乐化”，败坏公众对严肃社会问题的思考能力。[ ]落实到操作层

面，对于任何不确定性的风险信息的传播，传媒只能止于客观如实的报道，而不能取代专家系统来做任何的解释

甚至是判定，更不能任意煽情炒作风险，造成社会恐慌。另外，对潜在或现实的风险适时发出严重警示的同时，

也要保持科学、理性的态度，尽量充分提供关于风险沟通与批判的信息，避免自身的“风险预言”引发社会恐

慌。强化风险意识，面对不确定信息，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不仅是对新闻客观性原则的忠实实践，对于有效规避

社会风险也有重大意义。 

此外，作为预防“媒介化风险”的另一侧面，也需要提高公民的传媒素养，指导人们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

用大众传播资源。传媒固然是人们主要的信息提供渠道，但它们并非社会风险的精确定义者，且传媒的信息传播

行为有可能因为消息来源不正确或有偏见、解读的失误或偏差等而偏离现实的准确情形，因此传媒的报道不能取

代科学的分析和解释，也不能替代人们的理性思考。科学、理性地看待传媒在风险传播中的作用，将有效降低人

们面临的风险，避免“媒介化风险”的不必要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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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发 表 

■ 尊重网上道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  

■ 本站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  

■ 本站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您的评论  

■ 参与本评论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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