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标题    媒介论坛用户名  密码    

媒介动态 传媒产业 传媒经管 传媒经济 传媒环境 广告业 传媒人才 舆论影响 传媒竞争 

新闻与法 新闻业务 新闻学习 新闻理论 新闻史学 新媒体 新闻伦理 传媒调查 媒介批评 

广电世界 新闻教育 媒介人物 大众传播 书店书评 新闻奖 传媒改革 传媒博客 传媒内参 

信息传播全球化对大陆国际传播的影响（1） 

时间：2002-7-31 17:55:20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姜秀珍 阅读1800次

  

――从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报导看大陆机关报国际报导的变化 

姜秀珍 

中国新闻学院信息与市场调查研究所 

所长 教授 

电话：（010）63075138（H） 

传真号码：（010）68626034 

北京市西城区佟麟阁路62号11号楼503室 

《摘 要》 

本文从分析信息传播的全球化趋势给大陆传媒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入手，采用描述性和推测性

统计方法对大陆32家省市机关报和中央机关报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国际报导的规模。信息量、

发稿字数、报导方式和内容等，进行定量分析，透视信息传播全球化对大陆传媒国际传播的影

响。 

关键词：信息传播、全球化、机关报、国际报导、地区差异  

随着世界各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和信息社会的到来，从50年代末开始，诸多领域（传播学、社

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未来学等）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出发，在他们

的著作中提出了有关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多种学说和理论，如“依附理论”、“趋同理论”、

“世界体系论”、“世界发展战略”、“全球发展模式”、“地球村”等。这些学说和理论实

际上就是后来从80年代起风靡世界的“全球化”概念所包含的内容。这些理论和概念内容的相

同点是：它们都强调世界不仅是一个整体，而且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整体；同时在这

个整体中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必须放到世界这个整体中去解决。而上述诸论与全球化理论相比所

不同的是，前者是二维平面的静态行为模式，而后者则是一种三维空间的动态行为过程；前者

的行动指向是消极被动的，强调的是各国在相互联系和依赖中的生存和发展，而后者的行动指

向则是积极主动的，强调的是各国冲破疆域，跨越文化，寻求共赢的发展契机。 

同社会现代化首先是经济的现代化一样，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而经济的全球化（包括

资本、生产、市场和销售等全球化）的前提是信息的全球化。正如未来学家托夫勒在《第三次

浪潮》中所说的那样，在第三次浪潮的冲击下，工业化的末日来临，一个新的文明正在兴起。

这个新的文明的兴起就是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他说，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世界正在从崩

溃中迅速地出现新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准则，出现新的技术，新的地理政治关系，新的生活方式

和新的传播交往方式的冲突……”。而90年代兴起的网络技术给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

们的生活、生存环境等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正是托夫勒在书中所言中的。 

本文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分析信息传播全球化给大陆传媒业的传播思维方式、传

播理念和传播行为带来的变化入手，通过对大陆32家主流报纸（中央、省市机关报）2000年美

国总统大选报导概况的描述性和推测性统计定量分析，透视信息传播全球化对大陆传媒国际传

播所产生的影响。  

·国际传播主体探析  

·美国的传播霸权  

·传播全球化的象征秩序  

·全球传媒体系与新自由…  

·国际传播与国家影响力  

·全球化下中国国际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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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大陆上下总动员，全面应对信息传播全球化 

在经济全球化正在加速，信息传播的全球化趋势已不可逆转的21世纪，对传媒体制、管理、运

作和规则等尚不能与国际接轨的中国大陆传媒业来说，无疑是一场挑战。特别是中国加入WTO

后，逐步开放的大陆媒介市场，给大国提供了利用国际报导争夺受众市场的大好时机。如果大

陆媒体对世界强国在全球新闻传播市场中的垄断优势缺乏足够认识，甚至在国际传播中仍像以

往那样处于消极被动、防守的地位，对国内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对外报导中以“封锁”为

主，公开为付；对国外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国际报导中以“堵截”为先，开放为后。那么，

大陆媒体在全球化传播竞争的战场上就会失去机遇，处于不利地位。  

一、 高层：紧罗密鼓部署入世传媒改革方略 

即将加入WTO的中国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外交、传播、文化等大范围的开放，最有压力感和

紧迫感的首先是中国的高层决策者。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石广生说：“面对新世纪，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推进经济体制改

革，扩大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同亚太地区和世界各国的贸易关系。加入世贸组织，就是中国积

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要体现”。  

新世纪伊始，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广播影视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致信中指出，要

大力提高广播电视节目和电影的质量，大力加强广播电视的覆盖工作，大力推进以集团化发展

为重点的各项改革。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在讲话中指出，要加快广电系统的改革，着手组建广电

集团，把广电影视事业作强作大。 

2001年1月，中国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北京召开。部长丁关根在会上指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

业的改革，要积极主动，加大力度，深入创新，稳步前进。要从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向适应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使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进一步壮大实力，增强活力，提高竞争力。要

着力进行宏观管理机制的创新，微观领域结构创新，市场组织体系创新，投融资体制创新。要

从分散经营向集约化发展过渡，从重点突破向整体推进过渡。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世纪末，在北京大学所作的《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若干重点问

题》的报告中，当涉及到中国加入WTO后的对外宣传报导时他说：现在是信息社会，任何事件

发生以后的第一时间内，公众都能够得到大量的有关信息。现在有人提问时，我们经常回答说

无可奉告。这也是个办法，但从根本上来讲，现在“无可奉告”不能解决问题了。  

大陆高层官员和主管外经贸、媒体的官员在世纪末和新世纪初发表的讲话表明了：为迎接全球

化的挑战，不但中国经济要与世界经济接轨，而且大陆的媒体也要融入传播全球化的潮流，特

别是对外宣传和国际报导。 

二、 学术界、业界：峰会、论坛聚焦传播全球化课题 

世纪之交，面对即将加入WTO的中国，传媒业的未来走向问题，可以说是学术界和传媒业界的

热门话题。与之相关的学术会、研讨会、高峰会和各种论坛接连不断。探讨内容涉及互联网建

设、媒体经营管理和党报改革。 

2000年5月，上海记协和新闻学会邀请国内有关专家学者，研讨《入世与我国传播业的相关关

系》。 

6月，《2000年全国新闻媒体网络传播研讨会》在上海召开。 

8月，以《WTO与中国传媒》为题的论坛在北京举办。与会的有新闻界官员、专家学者以及媒介

工作者共130多人。 

9月，清华大学召开《现代传播评论圆桌会议》，与会国内专家学者和媒介人士就如何针对信

息网络化带来的全球化掌握主动、积极应变，加强网络宣传媒体建设问题展开讨论。同月，由

人民日报海外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的《2000年中国传媒经济论坛》在北

京召开。与会的专家学者对加入WTO后的中国报业和广播电视业的产业经营管理、发展等论题

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和研讨。 

10月，《世界新闻传播100年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外的新闻院校、研

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专家学者就百年全球新闻传播论题展开研讨。与会者还就新闻改革、传播

全球化和新世纪广播电视走向等热点话题进行交流。 

与此同时，面临信息传播的全球化，有关大陆机关报（党报）的改革的讨论和研究也开始激

活。 

11月，在天津召开的2000年全国省级党报工作交流委员会年会上，新世纪党报的改革发展及媒

 



体网站的发展合作成为年会的主题。 

12月，由江苏省记协、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和宿迁日报联合举办的《党报：迎接21世纪》学

术研讨会在江苏召开。与会代表就党报在入世后和网络时代面临的新问题、新环境及其对策进

行了研讨。 

12月，在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记协五届六次常务理事会议提出在2001年完成国家级社科研究

项目《全国党报现状及改革途径新探索》课题。 

三、 传媒业主管：抓紧落实进入传播一体化市场的措 施 

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2月召开的全国广播影视厅局长会议上，当时的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局长田

聪明以强烈的危机感提出了“四个符合”、“两个有利于”的深化广播影视工作改革的总方

针。即：“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符合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新形势的

要求，符合我国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对广播影视工作的特殊要求，符合广播影视事业自身发展

的客观规律；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国际安全的大局，也有利于中国广播影视系统内部防止

重复建设，发挥整体优势，在当今国内众多媒体的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8月，在中国兰州召开的全国广播影视厅（局）长座谈会暨“村村通”广播电视现场会上，新

任国家广电总局局长徐光春指出：广播影视业要加快体制改革创新，通过走集体化的道路，

“努力形成一批在国际、国内有竞争力、有影响力的大型广播影视传媒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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