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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传播技术的发展为受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并加强了他们的反馈能力，从而扩大了受众

决定大众传播内容的权力，使以宣传为主的单向大众传播朝双向和多向的方面发展。从世界范

围来看，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社会向多元化发展，受众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已逐渐从被动的、消费

者的角色转变为与媒介互动的、参与者的角色，这是社会变迁的体现，同时更是一种公民意识

的觉醒（姜孝慈，1997）。在传播理念从以传者为中心向以受众为中心转变的世界潮流中，中

国大陆的大众传媒也开始关注受众需求，加强了与受众的互动，把过去生硬的自上而下的宣传

改为平等的各种信息的传播，传播内容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这种改变直接来自于传播科技发展

赋予受众选择媒体的权力和由此带给媒体的压力。 

在中国大陆「命令型」（潘忠党，1997）的新闻体制下，媒体与受众的关系一向是「我说你

听」的单向宣传，然而进入八十年代后，大众传媒开始意识到，如果不改变这种生硬呆板的宣

传方式，他们就会失去受众，因此纷纷在传播内容与形式上创新。如前所述，媒体在进入市场

竞争前没有动力与压力去争取受众，然而市场竞争让媒体意识到了他们所面对的严峻形势。由

于传播技术手段的发展，中国大陆民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通过多种途径接收到境外的各

种信息。普通民众可以轻易地通过短波收音机接收境外无线电广播，通过卫星电视天线接收境

外电视节目，近年迅速扩大的计算机互联网更使大陆网民接触到无限的信息。这些来自境外的

信息让大陆民众开阔了眼界，从而对本国媒体内容有了更高的要求。一旦受众有了更多的媒体

选择，他们就必然成为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主体，因为他们决定着传媒的市场占有率，决定着传

媒的生计。 

正是在此压力下，大陆的传媒纷纷以直拨热线电话等形式加强与受众的联系，传媒的内容和形

式都较以前有了很大改变。以无线电广播为例，1987年前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

的收听率是46.7%，而香港电台在当时当地的收听率为53.3%，这种对比促使广东人民广播电台

在1986年在全国率先改革。他们开通了珠江经济广播电台，一改过去的播音腔，由主持人直

播，形式亲切，信息量大，受到广泛欢迎，收听率上升至78%，而香港电台收听率则下降至

22%。中国媒体认为这是「按照广播的规律办广播」、「根据受众需求办新闻」的第一个范

例。随后这种模式在中国大陆广播界得到广泛摹仿，并且各电台纷纷开通直拨参与电话，即

「扣应」，使一度沉寂的广播业焕发了新的活力。理论界认为这是媒体适应市场经济的体现，

是中国大陆大众传媒从「以传者为中心」向「以受众为中心」的转变（朱光烈，1993）。 

再如电视领域，卫星电视技术的发展使覆盖大陆地区的国际节目日益增多，大陆民众可以通过

卫星电视接收天线，直接收看这些完全没有经过官方检查的境外节目。大陆当局对卫星电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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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管理很严格，1993年由国务院颁布条例，规定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的生产、进口、

销售、安装、设置、使用实行许可证制度，私人不得拥有卫星电视天线，只允许三星级以上宾

馆和有关单位接收境外卫星电视节目（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新闻出版署，1994）。但实际

上，政府在查禁民众拥有卫星电视天线的拉锯战中可说是「处于守势，步步退让」，尤其在广

东、福建沿海地区，收看香港、台湾的电视节目根本不可能禁止，现在，香港的电视节目已经

合法地由当地有线电视网在广东全省转播（陈怀林、陈韬文，1998）。 

大陆电视业在这种来自境外节目的冲击下，只能不断改善自己的节目质量来吸引观众。从中央

电视台到各地方电视台，从新闻节目到娱乐节目，都开始摹仿西方的手法，减少说教，而以观

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播出。例如电视新闻一改过去的照本宣科，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同期音像，街

头的现场采访也越来越多。摹仿美国哥伦比亚电视台「六十分钟」节目的有关社会热点问题的

新闻杂志类节目，从早期中央电视台的「观察与思考」、北京电视台的「十八分钟经济社

会」，到近年来成为全国收视热点的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到各地方电视台的社会监督节

目，在全国得到广泛反响。中央电视台摹仿西方电视「脱口秀」的「实话实说」节目也引来地

方电视台的群起效仿。摹仿港台的娱乐节目也大受欢迎，当前大陆最热门的一些电视娱乐节

目，如游戏竞赛类的「欢乐总动员」和现场征婚式的「玫瑰之约」等，都是直接照搬香港、台

湾电视台的同类节目。 

第四，传播技术的发展混淆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界限，使官方难以控制的人际传播可以轻

易地以大众传播的方式出现，为大众传播在内容上的管理带来困难。传统上，大陆当局在掌控

大众传媒的同时，并没有放松对民众之间人际传播的控制，通过各级党组织对所有社会成员的

监控一直是有效的。尤其是「反右」、「文革」等动辄会使人因言致罪的各种群众运动，使得

人人自危，敢于公开表达思想的人是很少的，同时油印刊物等地下传播手段也极易被当局查

获。改革开放后，虽然过去那种人人自危的政治高压消失了，民众也不再恐惧私下表达自己的

意见，但是这种私人领域的人际传播很难在传媒中得到表现。而传播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遍布

计算机互联网空间的电子论坛、公告板（BBS），使得民众有机会把人际传播领域的言论，在

媒体的公共空间表达出来，从而成为显在的公众舆论的一部分，给当局对大众传播内容的管理

带来相当的困难。 

相对于传统媒体，计算机互联网上的电子公告板给了受众最直接、最自由的参与机会，他们可

以就所有自己关心的话题畅所欲言，这种讨论在形式上是私人之间的，应该归属于人际传播的

范畴，但是由于网络公开给所有人的特性，这种私人间的意见往来又是直接被所有可以联网的

人看到的，因此具有了大众传播的性质。这种情形是互联网出现之前不可能存在的，因此这种

定性上的模糊也给现行的新闻检查制度出了难题。以当前在大陆参与者最多的《人民日报》网

络版的「网上人民论坛」为例，参与者来自世界各地，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言论，几乎

每个论题都有不同意见。尽管当班编辑可以删除不符合他们标准的言论，但是由于网络技术上

的特性，这些被删除的言论往往已经被人读过了，客观上传播已经完成，删除只是缩小传播的

广度而已。而在传统媒体下，编辑的「把关人」地位是绝对的，他们不给发表的空间，人际传

播就永远只是私人性质的个人意见。  

又如，电子邮件是私人间传递信息的手段，也是属于人际传播的范畴，但是它又可以被用来向

多人传递同样信息，起的是大众传媒的作用。大陆多个城市都发生过境外中文刊物「大参

考」、「小参考」等大量通过电子邮件向国内传播的事件，而如果接收者没有公开传播这些得

自电子邮件的信息，当局就不能处罚接收者，这在客观上也使发送电子邮件的一方达到了广为

传播的目的。  

 



第五，传播科技的发展使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造成官方检查和管理上的

困难。在当今传播新科技日益普及的情况下，单个政府确实越来越难在一国境内控制信息的传

播，因为那些信息的源头往往在境外，不在他们的主权管辖范围之内。例如境外卫星电视节目

越界传播的问题，大陆当局不可能管到其它国家通过卫星发送的节目，只能监管国内民众的收

视行为。但是即使可以管住内地，也无法管住沿海地区，由于地理接近，在广东、福建沿海地

区，即使不使用卫星接收天线，也可以收到来自港台的节目，而如果运用电子干扰技术，就可

能使港台节目在其自己区域内也受到干扰。  

日益扩大的计算机互联网把全世界都联在了一个网上，更模糊了国内、国外的界限。由于互联

网在传播技术上的优势，各传统媒体都纷纷建立自己的网站，扩大传播空间，大陆民众因而可

以通过网络接触到空前多的信息来源，而这些境外信息来源又常常与大陆网站在信息上共享或

有超链接相联，给新闻监控造成困难。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电子版为例，由于早报电子版

用简体汉字，有关中、港、台的报导较为客观公正，在大陆网民中享有较高声望，很多大陆网

站与早报电子版建有链接。这样即使大陆网站的内容受到当局控制，也无碍于大陆网民通过该

大陆网站接收早报的信息，使得当局对网上信息的管制成了一个象征性的举动，而非实际有效

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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