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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显示，超过九成六被访者认为教学设备落后，认为图书资料短缺和教学与实践严重脱

节的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见表一）。 

目前，大陆新闻教育唯有通过加强学生校外的实习，以弥补校内硬件设施的不足。但在过去计

划经济年代，实习这方面的问题不大，每个新闻院系都有一些长期挂钩的新闻单位。现在经济

转轨以后，新闻单位的一切开支都纳入成本核算和承包计划，他们对接待实习，不再像以前那

么热心。因此，学生的实习时间、次数、质量，都不免受到影响（方汉奇，1994: 203）。 

新闻教育缺乏硬件元素支持，教学往往脱离实际。大陆新闻教育各院系由于资金匮乏，实验设

备比较落后，大多停留在七○年代未、八○年代初的水平，与目前的先进设备有较大的距离

（张昆，1996: 80）。新闻教育实验硬件不配套，已经对整体教学质量产生负面的影响，导致

毕业的学生进入新闻单位后，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自身角色的转换。于是有些新闻单位不乐

意接收应届毕业生，因为要花相当的时间进行工作教育和培训（孙国忠，1995: 18）。 

第二、传播新科技带来更大挑战。在新闻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时代大背景下，急速扩张的社会信

息传播技术已开始突破了大众传播四大媒体，计算器和通讯技术将印刷、广播电视、图文信息

网络、有线电视等新媒体结合起来，多媒体计算器和网际网络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信息高速公路

的雏型业已出现。这给现代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吴予敏，1998: 2）。 

调查结果显示，被访者在新闻教育改革中最关心的，首先是引入高新传播科技，其次是改进教

材，第三是添置新设备，第四是改进教学方法；不过，对于增设新专业，则有分歧看法，百分

之三十三的受访者表示同意，百分之四十的受访者不赞成（见表二）。至于不同意增设新专业

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担心在财力紧绌情况下，增设新专业会导致有限资源分散，不利于新闻教

育的真正发展。 

近两年来，面对新传播科技的严竣挑战，大陆一些新闻教育院系已感受到急起直追的紧迫性，

开始增设了一些与信息科技有关的课程和专业。清华大学传播系从一九九六年开始招收媒体研

究专业研究生；一九九八年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开先河，首创大陆第一个网络新闻传播

班；北京广播学院在二○○○年四月开设网络传播学院，并招收网络传播第二学位学生；而中

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也开设网络传播研究课程（Cyber日报，2000.10.16）。但是整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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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新闻教育院系教学内容和设备远远滞后于新传播技术发展的要求。广州暨南大学新闻学

系主任蔡铭泽教授在受访时指出：「高新传播技术设备资金投入很大，但是近年国家对高校经

费投入增长不多，学校一般是边搞边摸索，由于经费和人才缺乏，高新传播技术作为一门课

程，也没有教得很成功的。」与新传播科技相关的教学实验设备和专业图书相对比较昂贵，而

且更新很快，大陆新闻教育如何在教育经费不足、创收渠道有限、人才缺乏的环境下做好硬件

建设，确实是一个难题。  

如果新闻教育系统解决不了新闻教育软件不明朗因素增长的问题，以及硬件配合不上时代的危

机，系统将来的发展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进而导致新闻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差距拉大，影

响整个系统结构的序化和功能的优化。若问题更为严重的话，则将引发系统步向衰退。 

四、环境对新闻教育之制约 

在探讨新闻教育系统的问题时，除了注重系统输入与输出的关系外，还必须考察其与社会环境

的外在关系。系统的环境，是指支撑系统存在并对系统发展起直接作用的事物（黄金南等，

1992: 133）。实际上，整个社会环境提供具有功能意义的教育系统，而教育系统对社会环境

亦有重大的贡献（Coombs, 1969: 8-11）。 

（一）政治环境与新闻教育 

在大陆政治制度里，新闻媒介被中共定位于政治宣传的工具，新闻教育角色，自然就成为宣传

工具输送政治人才的基地。这种外部环境的政治需要，束缚着大陆新闻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培养

要求，强调它要为特定的政治服务，使新闻教育系统蒙上浓厚的政治色彩。 

大陆高等院校受共产党的领导，学校各级一般设有共产党党委、总支部和支部，负责学校组

织、人事、思想等工作，起监督和领导作用，保证学校不偏离党的思想路线，而且权力往往高

于行政。这就从制度和组织层面，将高等学校维系在政治体制的权力架构中。有位大陆新闻学

教授在接受我们的访谈时说：「党支部深入到学院老师和学生组织中去，他们形式上虽然不干

预学术，但是如果学术研究违反党的政策，便要插手。」 

最近二十多年，大陆在经济放活、政治卡死的政策思维下，政治体制的改革举步维艰，始终十

分有限，因此新闻教育理念的基调差不多还是维持原有的一套，培养目标并没有因应新的经济

形势作出明显的调整，还是不偏离原有的政治跑道，继续呈现出很强烈的政治目的。其实，为

国家培养和输送「政治上可靠」的新闻人材，一直是大陆新闻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未来大陆新闻教育能否得到较快的发展呢？大陆一位新闻系教授在接受我们访问时认为：「大

陆新闻教育发展也可能会很快，这取决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 

其实，教育的控制权力在所有权力斗争中是不容忽视的，它涉及到社会上层建筑和普通建筑的

统治问题，是长期管制的保证（Marianne, 1977: 589）。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五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面对当前国际国内

新的形势，我们的教育思想、教育体制和结构、教育内容和方法，同社会主义现代建设发展的

 



需要不相适应的矛盾，已经正在日益显露出来，对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都应保持清

醒的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在各级各类学校都要摆在重要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和削弱。

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大公报》，1999.6.16: 2）。 

从江泽民在跨世纪之际对教育工作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即使当局已经认识到教育与经济建设不

相适应的矛盾，但并无意对教育的政治功能有丝毫的放松。大陆新闻教育理念过于强调政治宣

传功能的需求，而轻视新闻教育与现实社会发展的配合，其实这就是新闻教育系统与经济改革

环境不协调现象日益显现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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