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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环境与新闻教育 

回顾近二十多年来大陆新闻教育变革的历程，可以说，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是新闻教育系统的

结构和功能扩展和变化的火车头。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

建设和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之后，经济改革日渐铺展和深入。在此过程中，新闻媒介日趋多元化

（详见Lee, 1990: 14-15）和商业化（详见Chan, 1990），改革范围不断扩大和深化，这对与

新闻媒介唇齿相依的新闻教育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从理论上讲亦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调查结果显示，多数被访者认为，由于市场经济机制的影响，新闻教育确实存在教育决策以直

觉代替科学预测、办学目标上重攀比轻特色、违背教育自身规律、忽视人文教育的现象（见表

三）。 

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教师人才更加集中在发达城市。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

长张祖忻教授说：「最近几年，大陆学校互相挖角情况日益严重，学校为了提高档次，开始在

搞竞争。这是一个好现象。人才流动使人才有价值，也促使学校要尊重人才。但是，这一竞争

也造成落后地区的学校人才容易流失、知识更为落后的不公平现象。」 

随着经济环境的不断变迁，新闻教育系统不可避免地与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互动。在利用社会资

源发展教育方面，八○年代后期，新闻教育联合办学模式取得突破，并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

但是，新闻教育同财大气粗的新闻机构联合办学，有利也有弊，如何解决联合办学和现行教育

制度运作方式的磨擦和矛盾，仍有待新闻教育进一步的改革。 

最近几年出现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私立新闻教育院校开始出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童兵

教授在受访时说：「宁波私立的万里大学新闻系，聘请了一批著名新闻院系退休的教授负责教

学，招生情况相当好。」尽管如此，目前绝大部分新闻教育还是由政府拨款，而且中共一直以

来没有放宽新闻教育的控制权。新闻教育结构所发生的调整，其出发点是配合政治重点转向经

济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经济建设反过来推动新闻教育的结果。因此，可以说，大陆新闻教育

办学形式的发展，主要是受到经济改革力量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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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闻教育改革存在的一些不合理问题，能否在短期内得到有效的解决，被访者多数表示不

太乐观，有的甚至表示看不出三、五年内有改进的趋向。从目前情况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中国国民经济在过去十几年内翻两番的高速增长趋势，将持续到二○一○年（张昆，1996: 

79）。而经济的发展程度与国民的信息需求是成正比例关系的，因此廿一世纪初中国新闻市场

规模还会扩大，技术更为先进。  

陆、结论 

本文借用系统论的视角，采用文献资料分析、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法，对近二十多年来大

陆新闻教育在社会经济改革之环境里的演变进行分析，探讨其发展的动力和潜力，并着重挖掘

其困顿的因素和面临的挑战，目的是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大陆新闻教育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性

质及发展趋势。 

总结本研究的结果，我们发现目前大陆新闻教育状况并不理想，落后于时代，落后于现实，落

后于人们的心理期待。这就是为甚么许多受访者对大陆新闻教育不满的原因。受访者普遍认

为，要改变新闻教育落后和停滞不前的情况，就必须深化新闻教育改革，而要深化新闻教育改

革，就必须进一步改革政治体制。受访者并对新闻改革的走向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应增加办学

自主权，加大办学竞争力，提高师资，加强有关新传播科技的教学内容；二是增加教学经费，

添置教学设备；三是解放教学思想，提供自由的教学科研思考和创新的空间，培养新闻和传播

学的通才等；四是教学内容不仅应该培养学生有较强的专业技能，而且还要强调与通识教育和

学术理论的结合，当然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面对传播新科技的挑战及

新闻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差，进一步改革新闻教育势在必行，而制约新闻教育不断发展的

除了经济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政治因素。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大陆新闻教育已不是一个简单的、与外界完全没有物质、能量、信息交

换的封闭系统，但若说其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系统，即与外界能够完全自由地进行物质和能量、

信息交换的系统，也未必尽然，因为新闻教育系统固有的政治角色，以及课程教材和理论研究

等方面埋伏的许多政治禁区，与外界经济环境之需求实有颇大的差距。大陆新闻教育系统确实

存在着不少局部性的封闭状态，如果将之定位于半封闭半开放的系统状态，似乎更加贴近事

实。当然，大陆新闻教育系统在整个社会系统里面，只不过是一个子系统，它的发展必然受到

政治、经济等主系统的影响。从这一角度而言，大陆新闻教育系统半封闭半开放的特征，正是

源自于社会系统的政治体制保守和经济改革开放的矛盾关系。  

根据系统理论所作的分析，我们发现大陆新闻教育系统的结构、功能、元素、环境之间的关系

是互动和依赖的，他们的联系建构了整个系统，而且决定系统的性质，制约系统的发展（见图

一）。 

图一：大陆新闻教育系统结构、功能、元素、环境之关系 

大陆新闻教育系统的结构是从系统内部反映系统整体性的一个部分，其结构与功能是相互联

系、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纵观该系统宏观结构的专业结构、层次结构、型式结构和地区分

布结构，以及微观结构的学科结构和教材结构等，二十多年来确实有了明显扩张，但还是存在

严重落后于社会发展的状态。同时，就系统功能而言，大陆新闻教育在系统的物质资源、人力

资源输入与生产效果、维持效果输出的交换过程中，输入部分未能满足系统的要求，而输出部

 



分也未能满足社会对系统的期望。  

按照系统论，在一个系统内，当诸要素间不存在绝对独立、均匀、对称的关系时，他们之间的

差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相互干扰，必然导致对于宏观结构原有稳定性的一定偏离。这种系统中

某个变量的行为对稳定性的偏离就叫着涨落（颜泽贤，1993: 50）。系统存在较大的涨落，才

会形成新的结构，从而改变功能的发展。根据上述理论，大陆新闻教育系统在供给和需求之间

的涨落，相信必然会继续推动大陆新闻教育结构和功能的变化。 

不过，从目前大陆新闻教育系统的情况来看，改革仅局限于系统个别结构与功能的补充或修

正，根本谈不上整个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全面调节与更新，因此新闻教育系统的改革始终未能完

善。其实，这是新闻教育改革没有办法满足现实社会需求的真正病因。  

此外，从元素的角度来看，大陆新闻教育系统存在软件不明朗因素增长和硬件配合不上的危

机，譬如教学封闭、师资队伍呈现「逆向淘汰」、实验设备落后等，这些都会影响系统的结构

和功能，进而反映出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非平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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