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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引进西方大众传播学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一九八一年大陆以批判电影《太阳与人》

为帷幕而开展的第一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三年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反对、抵

制精神污染」，一九八七年第二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都对西方大

众传播学理论的引进造成很大冲击。直到九十年代，学术界才普遍达成共识，对传播学及信息

科学的科学性予以肯定。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当局允许引进西方传播学，目的是「洋为中用」，把传播作为「宣传模

式」，为政治服务，而学科教育仍是工具性的，学理、思维之探讨并非重点。  

问卷调查显示，大陆近年些年来日渐注重新闻和传播研究，也出版了不少关于传播学的书。但

纵而观之，类似教科书的东西比较多，而且在吸收国外研究成果方面，很多传播学著作没有超

出国际上八十年代中期的水平。因此，有大陆新闻学者指出，既然已确立了传播学的学科建

制，那么除了传播学概论以外，至少还应该开设诸如媒体论、效果论、受众研究专题、传播政

策、国际传播、政治传播等课程，有条件的话，还应该开设信息社会论、信息产业等课程，并

尽快实行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综合（崔保国、鄢光让，1998）。 

第二、课程教材滞后老化。大陆新闻教育的职能，近半个多世纪来都是把新闻与宣传等同起

来，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无不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进行。目前，大陆新闻教育的学制一律定为四

年，本科学生毕业后授予文学学士学位。新闻学课程分为四类：政治理论、文学和历史、业务

课、选修课。新闻学的主干课程有：新闻学概论、马列新闻论着选读、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读、大众传播学、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编辑与评论、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中国新闻

史、外国新闻史、广播电视学、新闻摄影、新闻事业管理、广告与公共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98: 86-87）。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七成的受访者认为，新闻教育存在教学方法滞后和课程设置落后的问

题，有八成六认为教材陈旧（见表一）。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后，大陆新闻教育的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虽然作了某些调整，如增加

中外名记者研究、大众传播学、报业经营管理、广告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选修课，

但仍然存在不少不问题。一是政治理论课仍占相当的比重，且其内容与现实明显脱节。上海某

新闻院系的负责人在接受我们的访谈时说：「现在学校的政治课、道德课和理论课的大纲和内

容都是全国统一的，许多思想教育课程适应不了现实，故此老师也很难教。例如：马列主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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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闻的学说是必修的。」二是如传媒现代化、媒介管理、网际网络、多媒体运用等涉及新技

术手段和高科技成果的相关关课程未能及时引入新闻学专业主干课程体系之中；三是课程内容

偏重于对中国新闻事业和外国新闻事业的历史考察，而忽视现状。暨南大学新闻系主任蔡铭泽

教授在访谈中也表示：「大陆新闻教育课程受苏联模式影响很大，目前课程和教材内容比较陈

旧，脱离实际，需要进一步改进。」 

实际上，大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原有的新闻理论体系已经逐渐失去存在的

价值。例如，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新闻媒体被推向市场后遵循的市场规律和

新闻规律等，都是原有新闻理论无法解答的问题。但是新闻教育系统内部的教学方式和课程内

容却没有同步发展，仍未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痕迹，教育观念陈旧，不适应时代要求。从理论

上说，大陆新闻教育系统的结构，并没有处于较佳运作的状态。如果微观结构存在的问题没有

得以清除的话，必然会影响到宏观结构在功能方面的发挥，进而削减新闻教育系统应有的影响

力。 

二、新闻教育系统功能调整 

所谓系统的功能，是指一个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联系和作用过程中的秩序和能力。新闻教育作

为一个开放系统，其功能体现了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物质、能量与信息的输入与输出的交换关

系（黄怜雏等，1984: 89）。就系统论而言，系统所吸收或接受的需求，一般被称为「输

入」，转换成的计划或行动，则称为「输出」（杨国赐，1985: 59）。 

（一）输入部分 

从系统的角度来看，新闻教育输入部分主要是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包括经费与设

备，人力资源包括学生与教师（杨国赐，1985: 62-63）。 

第一、物质资源投入短缺。在物质资源的输入方面，目前大陆新闻教育大部分经费主要依靠国

家的财政拨款。问卷调查显示，主要依靠国家教育经费进行运作的新闻院系占百分之九十五以

上。其中，教育经费百分一百依靠国家拨款的院校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七，教育经费百分之七十

五依靠国家拨款的院校占百分之五十四点六，教育经费百分之五十依靠国家拨款的院校占百分

之十八点二，教育经费百分之二十五依靠国家拨款的院校仅百分之四点五。  

由此可见，大陆新闻教育经费来源的渠道比较单一。而事实上，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长期

以来都是偏低的。虽然国民生产总值二十年来不断上升，教育经费支出的款额也在增多，但是

在国民经济中教育经费支出始终达不到合理的比例，以一九九二年来说，教育经费仅占国民生

产总值百分之二点九九，一九九三年又降到百分之二点七六，即使当局计划将比例提高到百分

之四，但是经济建设各项改革急需大量的财政投入，国家财政赤字逐年上升，教育经费的支出

始终满足不了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郑杭生，1996: 167）。 

大陆新闻教育和其它文科各系一样，享受不到国家教育经费拨款的特殊照顾，教学经费呈现严

重不足的现象。因此，有大陆新闻院校负责人表示：「实是求是讲，许多新闻院系院长、系主

任的精力和心思根本无法集中到教学科研上来，而是成天为捉襟见肘的经费，绞尽脑汁，到处

求人」（刘海贵，1997: 75）。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祖忻在访谈中指出：「社

 



会对新闻教育的捐款主要是在硬件上，比如盖教学楼等等。新闻院系运作经费主要来自国家拨

款、院系赚钱和学生学费三方面。」 

第二、人力资源投入膨胀。新闻教育的人力资源投入主要包括学生和教师。据统计，到一九九

三年，在校学生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一千多人增加到四千五百多人，增长近三倍，专职教师由三

百七十多人增加到九百人，增长二点五倍，共培养新闻学专业毕业生达一万一千五百人（方汉

华、张之华，1995: 503）。至一九九九年，大陆新闻师资队伍已增至近二千人（刘卫东，

1999）。 

现在大陆每年高考，新闻专业成为许多考生的首选专业，不少高校录取的新生中，新闻专业考

分最高。中国大陆所有的传播媒体都属于中共和政府所有，由于党和政府对大众媒介实行垄断

控制，非官方的媒介是不存在的（何川，1994: 36 ）。新闻媒体虽具有或浓或淡的官方背

景，但在经济改革快速发展过程中，不少靠垄断地位而暴富，新闻记者、编辑的薪金待遇和社

会地位亦比其它行业高出许多，因此，很多学生对报读新闻专业趋之若骛，新闻院系所吸收的

学生，整体素质算是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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