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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传播新科技挑战中国大陆传媒体制 

八十年代以来层出不穷的传播新技术、新产品相继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和家庭，大量不经过官方

「把关人」的信息直接送达接收者，成为大陆新闻检查制度的「死敌」（陈怀林、陈韬文，

1998）。由于传播技术手段的发展，大陆民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通过多种途径接收到来

自境外的各类信息，大陆的受众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权、选择权，甚至是信息发布的手段，因此

当国内传媒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时，他们就会转向境外媒体，在计划体制下那种自上而下的灌

输式的宣传报导，已不能让今天的受众满足（闵大洪，1998a）。可以说，由于传播科技的发

展，共产党已经无法借由控制大众传媒实现从前那种对外来信息的绝对掌控，无论是作为传媒

的所有者，还是作为现存意识形态的维护者，共产党必须面对这样一种两难的局面：既要采用

传播新科技促进国家的现代化，又要竭力保持对信息的控制以维持其统治（黄煜、郝晓鸣，

1998）。 

传播科技在中国大陆的推广与应用，给大陆传统的共产主义传播模式所带来的挑战是多方面

的，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传播技术的发展打破了官方对外来信息的封锁。传统上，中国大陆政府是通过严格控制

大众传媒来控制人民可以接触到的信息内容。出于夺取和巩固政权的需要，以及在1949年后长

期「冷战」的国际政治环境中纯洁国内意识形态的需要，共产党借控制大众传媒实现对外来信

息的有效封锁（何舟，1998b）。在新闻是党的喉舌这样的新闻理念下，人民并没有「知情

权」，「不是报纸服从人们获知的需要，而是人们获知的需要必须服从报纸的取舍」。由当权

者把关，决定人民可以知道什么和不可以知道什么，对现行政策不利的新闻，不是不予报导，

就是只报导片面的一部分（孙旭培，1993: 52）。这实际上是封建时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之」的延续，根本上背离现代历史发展的潮流。 

任何严格控制信息在国内与国际间自由流通的政府，可能都以这样的理念为其政策基础，即他

们相信绝大部分信息是以物理形式存在的，因此必然能通过禁止、探查和抓获等手段掌控；每

种传播媒介都可以单独加以控制；政府可以在本国范围内单方面控制信息的流入与流出，特别

是能够控制传播信息的媒体；最重要的，他们认为政府有权，且应该替人民判定什么是好的信

息，什么是不好的信息（Yeo & Mahizhnan, 1998: 140）。中国大陆政府可以说正是这样认识

与实践的。在传播新科技进入中国大陆市场与家庭之前，政府在封锁外来信息方面是成功的。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大陆政府禁止绝大部分境外出版物和广播节目进入中国，在「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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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民众若拥有这些出版物或收听境外广播如美国之音、莫斯科电台、台湾电台的节目等，

会受到严厉惩罚。即使改革开放后，对境外出版物的进口有所放宽，能接触到的民众也仍然是

非常少的，主要是外交人员、各级官员、以及部分研究人员（Huang, Hao, & Zhang, 

1997）。 

然而自八十年代以来相继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和家庭的传播新技术产品改变了这一状况。从小型

录音机、录象机、复印机、传真机，到卫星电视、国际计算机互联网（Internet），不断推广

的传播新技术使官方对外来信息的封锁变得日益困难，特别是自1994年中国大陆与国际计算机

互联网实行联网后，新闻封锁甚至于可以说已是名存实亡。计算机互联网最大的特征是其信息

存在的形态不是物理的，而是以数字化（digital）形态存在，是「比特」（bit），因而可以

穿越一切物理障碍。用尼革洛庞第（Nicholas Negroponte）的话说，「比特不会在海关停

步，它们也不会在国境线前停步」，因此，传统上对付物理形式信息的新闻检查面对新的数字

化信息毫无作用（Yeo & Mahizhnan, 1998: 141）。只要中国大陆政府不禁止国民「上网」，

就不可能禁止来自互联网的大量信息与无限多样化的信息来源。 

中国大陆互联网发展虽然比大多数发达国家晚，但是发展速度却是惊人的，已从1997年的不足

10万人跃升至2000年6月的1890万人（《计算器世界》，2000）。如果说过去大陆当局可以借

控制大众媒介的报导内容与控制信息进口来封锁他们不希望民众接触的信息，如政府认为违反

宪法、危害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安全、宣扬颠覆、暴动、骚乱和种族仇恨，以及煽动对共产党

领导的不满等，在民众可以与国际互联网直接相联的情况下，这种控制无疑已失去了原有的封

锁信息效用（黄煜、郝晓鸣，1998）。例如，1999年10月美国《时代》周刊在中国大陆五十周

年国庆的专号中刊登了一些大陆当局认为不好的内容，于是该期《时代》被禁止入境。倘若没

有互联网，这样的禁止就等于把这些信息成功地挡在大陆民众可触及的范围之外了，然而这些

内容却可以以「比特」的形式被大陆网民从各种各样的新闻网站获知。 

再如，2000年3月的台湾总统大选是举世关注的重大新闻事件，大陆民众也非常关心选举过程

与结果，但是大陆当局对这个重大新闻事件的报导丝毫不能满足受众获知的需求。台湾方面在

计票过程中，是随时公布统计结果，所以可以联通台湾媒体的受众，或者像新加坡这样有电视

节目进行适时报导的受众，可以说是目睹了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然而大陆媒体只在选举结果

出来后，由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发了一条几十个字的简讯。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这自然可

以达到大陆当局对民众一贯的「让你知道什么，你就知道什么；让你什么时候知道，你就什么

时候知道；让你知道多少，你就知道多少」的效果（闵大洪，1998a: 58）。然而在互联网时

代，1969年全世界八亿多观众通过收看电视实况转播而与美国航天员共同经历人类登上月球的

伟大时刻，而中国大陆民众却完全被排除在外的情形，是不可能再发生了。就在《人民日报》

网络版的「强国论坛」中，可以联通台湾电视节目或从其它途径知道选票统计进度的参与者不

断把最新结果公布出来，虽然这不是《人民日报》网络版的本意，但是大陆受众竟然可以在国

内新闻封锁的情况下从最权威的官方媒体网站（website）上得知外部世界的真实信息，这种

改变毫无疑问是革命性的，互联网进入中国大陆可以说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第二，传播技术的发展为多元化的传播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使国内大众传播在市场的推动下

向繁泛化方面发展，打破了大一统的原有传播模式。在中国大陆的传媒体制下，大众传媒作为

党和政府的喉舌，贯彻的是「舆论一律」的政策，传播信息是受控的、单向的、自上而下的。

在「文革」时期甚至各家报纸每天要对版面、对标题，保证全国媒体发出的是一个声音，千报

一面、万马齐喑（孙旭培，1993）。在传媒业开始全面市场化之前，虽然像「文革」时期那样

登峰造极的政治高压不存在了，但是由于各新闻单位作为「吃皇粮」的事业单位，几乎没有独

立于党政领导机关之外的自身利益，也就无需为了宣传效益而相互竞争。但是，一旦传媒进入

 



市场经济领域，市场优胜劣汰的规律就必然发挥作用。商业化之后，大陆传媒具有了「党的宣

传工具」和自负盈亏的企业这样的双重身份，必然会在广告市场这一主要收入来源展开激烈竞

争（陈怀林、陈韬文，1998）。商业利益驱动与生存竞争的压力是促动大陆各媒体发展自身特

色，抢占市场、抢占受众的原动力，而传播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则是使媒体可以按市场规律运

作、打破原有束缚的技术保障。  

以报业为例，发达国家自七十年代起普遍采用计算机自动排版技术和激光照像排版技术。在中

国大陆，自1981年英文的《中国日报》最先应用进口的英文照排系统，到各中文报纸自八十年

代中期开始全面应用新技术，使得报纸制作的时效性大大提高，报纸的版面也发生了重大变

化，编辑人员可以创造出更丰富多彩的版式风格，可以充分利用版面增加信息量（闵大洪，

1998b）。这个技术进步的时间表正契合了大陆报业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突破传统党报的束

缚，从非经常性的以「周末版」、「星期刊」、「月末版」等扩展传播空间，发展到九十年代

中期实现全面经常性的扩版这个进步的轨迹，报业整体上出现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弱化意识

形态的倾向。毫无疑问，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报的影响力已受到这种以现代市民生活为

重心、以吸引广告商为重心的新的办报方向的极大冲击，促动各级党报也采取措施迎接竞争。

当前大陆报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党报往往兼办受市民欢迎的晚报、都市报，以求兼顾党的宣

传要求和满足受众需要。虽然这种「一仆二主」的情形会让报纸经常处于两难兼顾的尴尬局

面，但是可以肯定，大陆当局原有那种对全国报纸的绝对掌控能力已经受到了严峻挑战（陈怀

林，1998）。例如，大陆当局严禁媒体私自报导厦门「远华」走私案或转载海外媒体对该案有

关情况的报导，但是还是有《南方周末》等报纸在海外媒体一开始报导这件案件时就，做了及

时的报导，过去一贯有效的媒体禁令已不再像从前一样能令行禁止。 

又如电视领域，虽然大陆当局对电视节目的控制是严格的，例如最近发生的对珠海电视台错放

1989年民主运动的镜头，而对有关编辑人员给予的严厉处罚，但是在全国大范围来看，已经不

再是铁板一块。随着有线电视网络的发展，大陆除官方电视台以外，存在着大量的属于各「单

位」的电视台，如特定工厂区或特定校园区的有线电视网。这些电视台基本上都在转播中央电

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外，广播自己制作的本社区新闻，以及播放电视连续剧、电影等娱乐

节目。由于这些有线电视台普遍无力购买或制作，或者不如说也无意于购买或制作自己的电视

节目，通过转播或翻译、编辑来自卫星电视广播的境外电视娱乐节目就成了一条快捷方式，大

量的境外电视节目就经这个渠道进入大陆。据有关研究，在1995年，大陆大约有三千家有线电

视网，而其中只有一千二百家有官方的营业许可（Wu, 1996）。在这些有线电视网播出的节目

中，除新闻和时事节目外，境外卫星电视节目大约占80% 至85%（Liu, 1996: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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