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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 

作者： 赵雪波  

关键词： 大众传播 国际关系┊阅读：596次┊ 

一、大众传播中的国际关系因素 

1 大众传播对国际关系的关注以及特殊大众传播形式 

大众传播中的国际关系因素首先表现为有关国际关系或国际事务的报道量日益增加。在报纸尚未过渡到我们今天所说的

大众传播的阶段，它就以极大的热情注视着地球上每一个它所能到达的地方。当报纸过渡为一种大众传播工具，以及出

现杂志、广播、电视等传播工具之后，大众传播能够以更多的精力去关注同时期的国际关系的内容，诸如战争、外交、

国际组织、国际贸易、人权等等，而由这些问题构成的国际关系整体也就逐渐地、完全地成为大众传播所关注和传播的

内容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只要我们接触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其他各种传播工具，有关世界各地以及各种国际问

题的报道与消息马上就会充斥我们的视听。 

大众传播对国际关系关注程度的提高，使得大众传播自身的国际关系因素不断提高，这就是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出现的专

门报道、传递国际关系信息的栏目和板块，以及一些完全以报道国际信息为己任的大众传播媒体，如《外交》季刊、

《参考消息》、路透社、CNN电视网等。 

此外，在国家关系中对外宣传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现象也加强了大众传播中的国际关系因素。最初只是一般的对外宣

传，后来又出现了国际传播。国际传播是更高层次的对外宣传，它是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向国际范围内的受众传播有关国

际社会各种信息的传播形式、传播过程、传播结构的总和。最早的国际传播应该是那些向世界各国提供消息的国际通讯

社，但最具代表性的却是后来出现的国际广播。1927年荷兰为维护其海外殖民地统治，开始向这些地方广播，开了国际

传播的先河。目前，在国际广播中影响较大的有VOA(美国之音)、BBC国际广播电台、俄罗斯之声、自由欧洲电台、自由

亚洲电台、德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 

2 大众传播的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包括政治领域的国际关系、经济领域的国际关系、文化领域的国际关系，等等。当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的联系

越来越紧密之后，大众传播领域的国际关系也就产生了。实际上当大众传播能够出谋划策，推动国家行为，影响国际社

会，并形成一股较为独立的力量后，大众传播过程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国际关系，最终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大

众传播的国际关系。 

首先是大众传播从外围影响国际关系从而使国际关系领域的大众传播色彩加重。这种现象在美国历史上表现得尤为明

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迟迟不介入战争，除了因为决策者受孤立主义传统束缚之外，美国许多持孤立主义态

度的新闻媒介在此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激烈情绪，也严重地影响了政府的决策过程。战争结束后，在签署和约以及美国

是否加入国联的问题上，美国传媒再度发难，有影响的新闻工作者李普曼等人以及他们所把持的媒介所提供的文字成为

反对派责问威尔逊总统的根据，甚至成为参议院辩论时被引用的观点。按照罗纳德·斯蒂尔的说法，李普曼站在反对威

尔逊的最前列，领导了这场攻势 ①。结果，参议院两次表决，都未能批准和约，也未能批准美国加入国际联盟。在这

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寻求一次新的会议来规定自己在新秩序中的地位。这样就产生了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怪物——

“凡尔塞-华盛顿体系”。 

除了从外围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形成、影响国际关系的发展外，大众传播还通过某种方式直接进入决策程序，以至影响

整个外交、战争等活动的进展。比如它的影响足够大以后，政府会主动地向它提出咨询，甚至把它的代理人拉进决策圈

子。李普曼在这方面是值得美国大众传播界自豪和骄傲的典范。由于美国传媒的权威，也由于他本人的权威，他经常成

为白宫对外政策决策会议的座上客，甚至成为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另外，国际关系模式已不再单纯地表现为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随着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国际关系还经常表现

为一些国际组织之间或者国际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大众传播领域出现的若干国际组织使得大众传播领域里的这种

国际关系成为现实。比如，当发展中国家的新闻组织与发达国家的新闻组织展开交流、合作、竞争和斗争时，这种关系

无论从内容上讲，还是从形式上讲，既是大众传播的，也是国际关系的。 

二、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大众传播 

大众传播的真正形成只是20世纪初的历史事件，因此国际关系中的大众传播特点只有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中才能充分和彻

底地得到反映。 

大众传播在国际关系中主要扮演这样几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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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新闻播音的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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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信息价值的认识，

以及社会、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我

们的新闻播音注重了“大容量”的“快

节奏”。这种适应现代社会应运而生的

“快节奏”播音应当给予肯定，但必需

强调鼓动性质和感召力。新闻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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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渠道和桥梁 

不管是运用于国内社会，还是运用于国际社会，大众传播始终是把信息、观念、理想等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其他地方的一

种最为有效的渠道。同时它也是沟通传播者与受众的一架桥梁，甚至是沟通国家、民族、文化群体等集合体之间的一架

桥梁。“媒介”一词本身即是明证。尤其是当两个国家处于非正常的“断交”状态时，大众传播的这种沟通功能和桥梁

角色就显得更加重要。1997年温和的哈塔米上台后，伊朗通过传媒向美国传递出缓和关系的信息，而在这前后，美国政

府也通过传媒向伊朗表示了温情。这之后，双方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继续眉来眼去，尽管后来美伊关系并没有取得实质性

的进展，但当时两国关系肯定是升温了。 

2 战场和武器 

随着国际政治的进一步深化，传统的国际关系舞台不再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和常规战争的范围，各国除了在以上领域

内展开竞争、冲突之外，还在日益显得重要的大众传播领域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较量与斗争。大众传播为国际政治乃至

整个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舞台和战场。 

事实上，大众传播领域作为一种战场，一开始就是与真正的战场相联系并被用以配合正面战场上的军事攻势的。在广播

发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广播随即被运用于战争中的宣传鼓动和造谣行骗，从而开辟了“第四条战线”。以

后，许多国家之间还爆发了真正的“传播战”。古人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用武力手段去解决国与

国之间的分歧、冲突代价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以大众传播为手段、为武器，用“心理战”和“宣传战”去打击摧毁敌对

国家或非友好国家，成为最好的选择。1990年3月27日，美国针对古巴的马蒂电视台开始试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

对此评论道：“美国现在对古巴发动了一场入侵，不过不是使用军事力量，而是通过广播。” ②国际关系实践，尤其

是近年来的国际关系实践，证明大众传播作为一种武器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3 催化剂和助推器 

大众传播在国际关系活动中不只是充当一般的中介角色或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一般性工具，在很多的时候，它也是一种触

媒，它可以加快整个活动的节奏，影响整个活动的进程。这种催化功能和助推功能主要地表现于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决策

过程、深化国家关系、促动国际关系公开化和民主化运动等等。 

4 国际关系的焦点 

当大众传播以更大的热情来关注国际关系领域的一系列事件与问题时，它自己也在国际关系的大舞台上成为聚焦的中

心。 

大众传播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地位的不断提高使得人们愈发相信，国家的传播实力是与其国际地位相对应的，没有强大的

大众传播系统，就没有强大的国家。这种信念的加强使得大众传播本身直接构成了一种国际关系。最好的说明就是发端

于本世纪60年代的围绕国际新闻传播秩序展开的斗争。1968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大众传播和国际了解”讨论

会上，这一问题首次被正式提出。随着“建立国际新闻新秩序”口号的提出，发展中国家所倡导的这一思想已完全演变

成了国际关系领域里的一场重大革命运动。与此相反，发达国家出于维护其既得利益的目的，坚决反对发展中国家的这

一要求。它们指出，如果允许用行政手段来干预和控制新闻从而达到改变现行新闻秩序的目的，则会动摇新闻自由的原

则。矛盾是不可调和的，1985年，双方的斗争导致美、英两国相继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很明显，无论谁是谁非，斗争已经成为国际范围的事件，并成为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当我们把建立“国际新闻新

秩序”或“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口号与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口号联系在一起时，我们

感觉它们真正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就是“国际新秩序”。 

三、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的相互影响 

一般来讲，大众传播在国际关系中的功能主要是：(1)制约国际关系的重心；(2)提高国际关系的透明度；(3)加快国际关

系的节奏；(4)增加国际关系的参与者；(5)改变国际关系的程序；(6)冲击有关国际关系的传统观念等(有关这方面的论

述可参阅笔者发表在《现代传播》1997年第5期上的“大众媒介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影响”一文)。总之，大众传播对国

际关系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甚至可以讲国际关系的发展离不开大众传播的推动。 

从另一方面理解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的相互影响关系，与其说国际关系也推动了大众传播的发展，不如说国际关系对大

众传播不断地提出要求更为准确。这种要求主要地表现为：(1)对大众传播的国际化、专业化的要求；(2)对加速促进国

际关系民主化的要求；(3)对沟通国家或民族间了解的要求；(4)对公正平衡地报道国际事务的要求等。简要分析如下： 

1 大众传播的国际化是指大众传播技术和工具不应长期被垄断在极少数国家手中。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应努力在经济等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自觉地去发展一定程度的大众传播技术和工具。而大众传播的专业化是指大众传播的内容要专业化，即

要扩大有关国际事务的专业栏目和节目，建立专门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机构。更重要的是要使大众传播工作者专业化，也

就是说必须建立起一支具备国际事务知识和素养的新闻传播专业人员队伍。 

2 国际事务长期以来被极个别的国家所垄断，这是极不公平和极不合理的现象，尤其对那些弱小贫穷的国家构成了极大

的危险。两极格局解体之后，国际关系的多极化趋势加强，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再次掀起了要求改变国际旧秩

序、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民主化浪潮。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大众传播应该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力

量，它能够对国际事务的民主化尽到监督职能。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众传播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宣传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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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它对这一问题的关切程度。 

3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各国在国际纠纷与冲突中尽量避免采取战争的手段，战争成为一种国际关系的特殊手段越来越不

合时宜，也越来越不可行。但是国际关系表现为非战争状态和形式并不表明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安全得到了一劳永逸

的保障。非战争形式的冲突与纠纷同样能造成国家间关系的紧张和国际社会在政治、经济诸多领域的动荡。造成纠纷与

冲突的原因只是因为有关国家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距离。在消解这些矛盾和冲突方面，大众传播媒介有着得天

独厚的功能。大众传播的职能之一是传递信息，通过传递正确的信息，国家之间能更进一步地彼此了解；通过健康的宣

传，国家之间能更进一步地彼此信任。如果国家之间能够经常保持一条传递可靠可信信息的通道，经常保持一个自由、

轻松地畅所欲言的论坛，国际社会的安全状况就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也就有了保障。 

4 长期以来大众传播几乎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垄断，因此，大众传播尤其是在关注发展中国家事务或国际事务时，总

是难免要戴上工业化国家自己准备好的有色眼镜。大多数情况下，报道或是不全面的，或是不真实的。这种现象引起了

发展中国家的极大不满，也导致了一系列的冲突和斗争。1996年9月，来自80多个国家的代表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召开

第五届不结盟国家新闻部长会议，会议发表的《最后宣言》号召不结盟国家向西方传播媒介对不结盟国家进行的“充满

偏见和歪曲的报道”作坚决的斗争。在人类进入新纪元的时期，大众传播必须加倍重视这个问题，必须全面、客观、公

正、平衡地报道别国事务，必须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全面进步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注释： 

①罗纳德·斯蒂尔著，于滨译：《李普曼传》，第243-256页，新华出版社，1982年。 

②赵英：《新的国家安全观》，第19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作者单位：北京广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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