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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在媒介失语的经济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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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农业是生存之本，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地位，但中国农业却是典型的弱势产业，以务农为本的农民就成

为典型的弱势群体。农民在中国社会的声音极其微弱，社会为农民呐喊的声音也远远不够，在大众媒体上基本处于失语状

态。探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有多个视角，但在媒体产业化发展的今天，唯有从经济学视角来探析其深层经济原因，

才能抓住问题的关键。  

  【关键词】 农民   媒介表达    失语   经济原因  

  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提高农业的声音，增强农民的话语权，是最现实和最急迫的问题。然而由于农民本身的社

会地位、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在事实上的低下，文化素质不高，加之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分立，使他们和城市市民形

成较大差距，基本失去话语权。这种反差在媒介表达方面更加集中凸显出来。在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介中，农民的信息空间

和报道角度极其狭窄。造成这种现象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原因，农民的经济弱势和媒介的市场化运做是造成这种状

况的深层原因。  

  一、媒介表达话语权是媒介获得经济利益的重要资源  

  社会总是处在对稀有资源的争夺中。其中最重要的稀有资源之一就是权力。话语权是目前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出现频率

甚高的一个词。后现代思想家福柯指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

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1](P159)话语蕴含、显现并行使着权力，话语权即讲话的权力，是由其权势

和某一领域的权威所决定。话语的争夺意味着权力的争夺，话语的拥有意味着对权利的拥有。因为市场经济是一种注意力

经济，市场的争夺，利益的获得，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能否引起足够的注意，是否具有较大的社会能见度。“社会能见度

是公众在社会生活和媒体环境中影响力的总和，它是一种资源，能带来政治和经济回报”。[2]社会能见度的高低决定于

个体或群体的社会地位，表现为在媒介上话语音量的不同。人们都希望提高社会能见度，这需要自身不断地努力来壮大实

力，更需要借助媒介的力量。在媒介聚焦下，可以进一步提升其社会能见度。因此媒介表达话语权是一种稀缺的经济资

源，成为各个社会群体争夺的焦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新闻改革的深入，大众媒体逐渐开始市场化运作。虽然媒体仍然是党领导

下的喉舌和社会舆论导向，但要进行企业化的管理并自负盈亏。现代媒介产业要生存发展，不得不考虑经济利益，考虑成

本和销量。媒体组织的经济收益就决定了媒体的价值取向。而媒介资源具有经济稀缺性，媒体完全可以凭借其对媒介资源

的垄断而获得经济利益。所以媒体不会无偿出让媒介话语权。也就是说，从经济学角度讲，只有能给媒体带来经济利益的

群体才能获得相应的媒介话语权，否则这个群体将基本处于媒介表达失语状态。在发展经济成为第一要务的今天，经济地

位也就进一步决定了话语地位。这些因素给中国的媒介生态带来了冲击，在其话语表达上也出现了异化现象，媒体的精英

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其应该肩负的社会责任。  

  二、经济弱势是农民失去媒介表达话语权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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