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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何以能转向新闻学，并能改变新闻教育“无学可教”的状况呢？ 

传播学之所以能转向新闻学，在于两者之间有可衔接之处。对此，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李良荣教

授等在《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一文中作了详尽的分析： 

首先是“信息”。“信息”是传播学中的中心概念，社会信息是传播学研究的天然对象；“新

闻”是新闻学中的中心概念，是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新闻”是“信息”的一种，“新闻

与信息是一队同质的相互交叉的范畴，这种同胞式的研究内容成为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整合的

必要前提。”（17） 

其次是“媒介”。新闻学是随着新闻传播媒介出现而兴起的，它一开始就以报纸媒介为研究对

象，故理论新闻学有称为《报学》或《报馆学》的，历史新闻学有称为《报学史》的，新闻编

辑学开始成为《报纸编辑学》；而“媒介研究”是传播学研究的重点之一，不过，它不仅研究

新闻媒介，而且所有的大众传播媒介。这就是说，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有重叠之处。 

再次是“受众”。大众传播学中“受众”在新闻学中叫“读者”、“听众”和“观众”，虽然

两者在各自的学科研究中所占有的位置不同，但是他们传播主体的对象，在这一点上他们有天

然的联系。 

传播学之所以能改变新闻教育“无学可教”的状况，在于两者在学科上的差异性,传播学可以

弥补新闻学在学理上的缺陷。 

首先，学科属性不同。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是人文学中的应用学科，而传播学属于社会科

学，是社会科学中的行为学科。人文学讲究人文性，其主要体现着人对人自身的终极关怀，重

点探讨人的存在价值和人的精神表现，把诸如信仰、情感、道德和美等作为研究对象；其研究

立场是主观性的，其研究结论无可证真或证伪。所以新闻学是学科，而不是科学。新闻学转向

传播学，可以增加新闻理论的确定性，减少随意性。  

其次，研究是逻辑起点不同。如前所说，新闻学以新闻为逻辑起点，它关注的重点是新闻的采

集、新闻作品的写作、新闻产品的加工和新闻媒介的内部运作，包括媒介的功能、特点、新闻

工作的原则等等，这就决定了新闻学操作层面的术理内容；传播学以人类社会的传播现象为逻

辑起点，它关注的重点是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即社会对媒介的作用，媒介对社会的影响，尤其

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受众”和“效果”上。这就使得传播学具有多学科性。传播学是政治

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交叉的产物，它从这些学科中借鉴理

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建构和方法形成。所以，传播学的兴起虽然比新闻学晚得多，但是

它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新闻学转向传播学，新闻学可以把传播学中有关理论，如

“受众理论”、“效果理论”、“媒介理论”等“拿来”，为我所用，增强自己的学术底蕴和

理论功底。  

再次，研究的方法不同。如前所说，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定性的方法、思

辩的方法； 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定量的方法、实证的方法。前者有明显

的主观色彩，政治色彩和意思形态色彩；而后者则突出客观性、确切性和可操作性。所谓客观

性主要指资料的收集、数据的解释都一事实为依据和归宿，切忌研究人员带进个人偏见；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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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性主要指理论命题所涉及的概念都有严格的定义，并能通过概念指标予以测量；所谓可操

作性主要是指有一定的程序和严格的操作方法，这种程序过程和操作方法只有经过严格专业训

练的人才能进行作业，并且按这套程序和操作方法，在同样的过程控制条件下能得到同样的结

果。（18）传播学研究的科学方法使得传播学不仅有自己系统的理论体系，而且有自己比较成

熟的学科体系。 

在西方国家，由于新闻学的研究转向了传播学的研究，传播学进入到新闻教育领域，新闻教育

发生了显著变化。 

传播学作为一门西学被导入中国大陆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

史。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从1982年11月第一次，到1999年11月，已经召开了6次，相关论文

发表数百篇，出版教材、专著数十部，虽然道路曲折，但是成绩不小。对这20多年来我国传播

学研究的情况，有人已经撰文做了总结，此处不赘。我只是想说明与本文中心有关的一个问

题，即我国对传播学的引入和研究的特点。  

我国对传播学的引进和研究，有什么特点呢？一言以蔽之，就是与新闻学者和新闻业者的关系

密切，换言之，新闻学研究和新闻业发展的需要是传播学引进和研究的动力。如前所说，在西

方，传播学的奠基人和创建人非新闻学者， 更非新闻业者，而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

学家。传播学的四大奠基者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是美国著名现代政治学家，

卢因是德国社会心理学家，霍夫兰(Cari Hovland)是美国实验心理学家，拉扎斯菲尔德是美国

应用社会学家，(Paul.lazarsfid)，施拉姆（Wilbur Schramm）之所以能集传播学研究的大成

而成为传播学的创建人，就在于他从信息论中受到了很大启发。而在中国，将传播学从西方引

进并加以研究的基本上都是新闻学者和新闻实务界中人。 

中国新闻学者和新闻实务界中人之所以要引进和研究传播学，主要是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事

业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大好的政治

形势和经济形势要求新闻学的研究和新闻事业的发展应有新的突破，新闻学研究必须解放思

想，把研究的视野投向更广阔的天地，新闻传播媒介不仅发挥政治宣传功能，而且应发挥信息

传播功能和群众娱乐功能，成为社会大传播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但是传统新闻理论在一定程

度上与此不相适应，于是大家把目光投向了传播学。1984年至1988年，中国传播学研究出现一

次高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导入西方传播学，吸取传播学中的合理内核，改造中国传

统新闻学，这是当时大多数研究传播学人士的想法。1984年何微先生写的《面向未来改革新闻

教育》一文代表了这种观点：“传播学在世界上已引起不同程度的重视，我国也有人在研究，

并没有这样的专业。现在处于介绍、了解、研究阶段。有的研究者断言：传播学重视理论研

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传播学以‘学理’为重点，新闻学以‘术’为重点，新闻学是站

在新闻业务圈子内研究新闻工作的，所涉及的问题只是新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即传播者单方面

的问题。它不是从社会整体上去考察新闻事业，也没有或很少将新闻传播的对象——读者、听

众、观众列入研究领域内。暂不去评论此种观点，理应首先感谢他提醒我们，应进行新闻学与

传播学的比较研究，先把他们的相似和差别的特征确定下来，更进一步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起

内在的过程，深入到被比较的现象的本质，揭示它的产生和演变规律，从而正确地认识传播

学。”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人民的思想进一步大解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仍

然是封闭状态的新闻事业与此显然不相适应，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又一次出现

高潮。这次高潮，不仅表现在对传播学的系统介绍，而且表现在着手建构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体

系，尤其运用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改造中国传统新闻学，初步创建出一门新的学科——新闻传

播学。 

1998年7月，教育部颁布的重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11个学科门类下设

71个二级类、249个本科专业。“新闻传播学”作为文学门类中的一个二级类，下设新闻学、

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和编辑出版学4个本科专业。同年，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的研究

生学位授予点专业目录中，新闻传播学作为文学门类中的一个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

两个二级学科。这个定位的意义十分重大，它既说明了传播学在我国被正式承认，同时也说明

传播学研究在我国的研究不仅有明显的特点而且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如果说与新闻学关系密切

是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的话，“新闻传播学”的提出与初步形成是中国传播学研究

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在西方，新闻学在传播学、甚至大众传播学之下。而在中国，新闻学和传

播学是并行关系，传播学是在新闻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者说受到了新闻学很深的影响；

 



在中国，“新闻传播学”是“新闻学”与“传播学”或“大众传播学”交叉而产生的一个新的

学科，所以，它既非传统新闻学范畴，又非原本传播学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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