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2l世纪，新闻学研究一如既往，保持了改革开放以 

来一直具有的比较强劲的势头，继续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处 

于 “显学”、勃发的态势。理论新闻学的研究同样呈现出一 

派繁荣景象，成果在不断增加，队伍在不断扩大。下面，就当 

前新闻理论研究的总体表现和趋势做一些简要的分析。需 

要预先说明的是，本文的分析并非面面俱到式的总结和预 

测，而是挑拣了几个在笔者看来比较重要的、具有一定 “新 

意”的方面。 
一

、齐头并进的新时代 

近些年来，新闻理论研究在各个具体领域、具体方向上 

具有齐头并进的特点，传统研究领域继续受到研究者的关 

注，同时，开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使新闻理 

论研究表现出整体推进的强劲态势∞，主要表现是： 

1、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继续深入。 

国内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领域内的几位知名学 

者，近些年来都有新的著作面世。如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的童兵教授在1989年出版了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2002年又出版了《马克 

思主义新闻经典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陈力丹先 

生在1993年撰写出版《精神交往论》(开明出版社出版)之 

后。2003年撰写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复旦 

大学出版社出版)；郑保卫先生2003年编著出版了《马克思 

恩格斯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出 

版)，2004年主编出版了 《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福建人 

民出版社出版)@；陈力丹先生新近撰写的大部头专著《马 

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 

2006年出版；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何梓华先生担 

当第一首席专家的新闻理论教材正在撰写当中(该教材是 

“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项目之一 )。另 

外，还有不少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邓小平、江泽民 

童兵撰写的 《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0年版)；李良荣撰写的《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 

版社，2003年版)；刘建明撰写的《当代新闻学原理》(清华 

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2004年版)；郑保卫撰写的《当代新 

闻理论》(新华社出版社，2003年版)，以及杨保军撰写的 

《新闻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等。这 

些教材尽管很难说已经对传统新闻学体系有了突破性的更 

新，但可以看到的事实是，作者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进行着 

艰苦的探索。我们相信，一批更好的既有普适性、又有个性 

的教材将会逐渐面世。 

3、基础理论研究重新升温，诸多基本理论问题受到新 

的关注。 

新闻理论研究中，真正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东西乃是基 

础研究。各种应用研究的成果除了会以独立的方式存在之 

外，常常会以大浪淘沙的方式，凝结在新闻史论之中@。正如 

《新闻理论教程》的前言中写的那样：“理论建设比起其他 

研究要难得多，它不仅要整理分析经验事实，还要抽象、概 

括出一系列的概念范畴，总结出具有本质意义的原理和规 

律。因此，学习理论的人、研究理论的人，一开始就要下定决 

心，既不脱离火热的新闻传播实际，又能耐得住寂寞，愿意 

把冷板凳坐热。”尽管人们一再批评现在的学术研究过于 

浮躁，但我们看到，近些年来新闻理论的基础研究还是出了 

不少成果，有人对新闻理论体系本身的结构问题进行了专 

门的探讨，比如丁柏铨教授撰写出版了《中国新闻理论体 

系研究》(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成 

为学术讨论中新的热点，比如关于新闻事实、新闻真实、新 

闻价值、新闻自由、新闻伦理等的研究，不仅有不少论文发 

表在学术刊物上，而且一些专门性的研究著作也陆续出版。 

比如由清华大学刘建明教授撰写的《新闻学前沿——新闻 

学关注的11个焦点》(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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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黄旦教授撰写的《作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 

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杨保军撰写的《新闻 

事实论》(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新闻价值论》(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新闻真实论》、《新闻活动 

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先后出版；邓利平 

撰写的 《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多维视野》(新华出版社， 

2001年版)，陈绚撰写的 《数字时代的新闻理论与实践》 

(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刘行芳撰写的《西方传媒与西 

方新闻理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等等，一大批专门 

性的研究著作不断面世。 

4、跨学科研究、多维学术视野中的研 究进一步扩展和 

深化。 

跨学科研究、多维学术视野中的研究或者说交叉新闻 

学研究，是以新闻传播与其他社会活动行为形成的交叉地 

带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的主要研究工具是新闻学和其他 

学科的知识与方法。跨学科研究、多维学术视野中的研究， 

开辟了新闻学研究的新领域，打破了就新闻论新闻的狭隘 

局面，开阔了人们充分认识新闻传播的视野，产生了诸多与 

众不同的研究成果。事实上，“每门科学都需要向其他科学 

开放，并在相互作用中复生和重组” 。跨学科研究，不仅能 

够生发诸多新的研究方向和领域，更重要的是它使人们能 

够进一步认识到各学科之间的紧密关系，求得学科的共同 

发展。我们已经看到，近些年来，在中国就有30多门跨学科 

的新闻学分支诞生 。在新闻学与哲学、新闻学与传播学、新 

闻学与政治学、新闻学与社会学、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 

与心理学、新闻学与语言学等方面的交互研究中，已有一批 

成果诞生。但从总体上看，跨学科研究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在跨学科研究中，有一些不良的苗头需要注意，有些动 

不动就冠以“某某新闻学”或 “新闻某某学”的著作，不过 

是把其他学科的一些概念、范畴生搬硬套在新闻学上，或把 

新闻学的一些概念、范畴肤皮潦草地运j=『j到其他学科上而 

已。这种 “食他不化”的所谓跨学科研究，尽管在起步阶段 

难以完全避免，但是不值得提倡。 

5、其他相关研究。 

改革开放的国家发展大战略带来了中国社会整体上的 

大转型，带来lr前所未有的观念大变革，生发了大量新现 

象、新问题、新观念、新思想、新冲突、新矛盾，这种景象同样 

呈现在新闻传播领域。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是一个黄金 

时代，充满了干载难逢的机会，研究者们有了施展才华的用 

武之地，但同时也是对学者们勇气、智力、智慧、毅力的考 

验。就当前的新闻学界来看，笔者的判断是，理论研究者总 

体上没有辜负时代的期望，在社会大变革的宏观背景下，不 

仅做出了紧跟时代的考察和分析、阐释和说明，也在一定程 

度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前瞻。学者们以敏锐的判断力，不 

断创新的学术勇气，开辟了诸多新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 

提出r不少既有学术价值、理论意义，同时具有实践指导作 

用的看法和见解，甚至是理论和学说。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 

新探索一一在此列举，以下的说明是极其简明的提要。 

诸多重要研究领域已经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初步实行，促生了大鼍的新现象和新问 

题，引起了新闻学界的高度重视。诸如报业、广播电视业的 

集团化问题，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新闻业面临的机遇 

与挑战问题，中国传媒业的国际竞争力『口J题，中国的传媒生 

态、传播环境问题、传媒业的经营与管理问题，等等。对这些 

问题的关注，既有理论层次的深入探讨，义有紧随新闻业发 

展最新步伐的前瞻眭研究 。战略性研究越来越多，新技术条 

件下新闻传播的发展战略研究 (包括关于网络新闻传播的 

各种问题)、全球化背景下新闻传播的发展战略研究、不同媒 

介行业发展的战略研究等，受到学界和业界的普遍重视。 

新的研究方法不断引入。新闻学是一门开放性极强的 

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年来，新 

闻研究从其他学科借鉴、吸收了大量的知识和方法，开阔了 

新闻学术视野，深化了诸多问题的探讨。将传播学(丰要是 

经验学派的研究方法)、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实证研究 

方法引入新闻学研究，近年来显示出了强劲的势头，已经有 

不少的成果面世。 

比较研究不断升温。世界经济一 体化的进程加快了，特 

别是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比较新闻学的研究质量进 
一 步提升，表现为比较研究的范围与对象存进一步拓展，比 

较研究的方法有所更新，并且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大 

陆与台港澳新闻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深入发展，与国外新 

闻传播学术界的交往、交流口益增多，西方新闻学的新成果 

引进出版也有所加强(对此，下面还要弩门说明 )。 

二、批判反思的新气象 

学术繁荣、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来自学术内部的不断 

批判和反思。缺乏学术争论、缺乏学术批评，是近些年来整 

个中国学术界经常被人们诟病的现象。新闻学界在整体上 

应该说也同样缺乏足够的学术批评和反崽，很难说形成了 
一 个良好的学术批评交流环境和氛围。但我们也应该看到， 

新闻学术界确实有⋯些学者，还是能够及时、自觉地反思、 

批评有关学术现象和学术成果(比如，以陈力丹、喻国明等 

教授为代表，每年年初都要对上⋯年度相关的学术研究进 

行回顾、总结)，并且，我们已经感觉到，随着中国新闻传播 

业中各种问题、矛盾的凸显，学术内部批评、反思的力度、强 

度、频度都会增加。下面，笔者侧 从理论研究的方面，说明 

这种批判反思的几种主要表现。 

1、对传统以及新生新闻观念的反思。 

近些年来，理沦新闻界不仅对一些传统新闻观念进行 ●_  
不断的批判和反思，而且对伴随市场经济新牛的一些新闻 — —  

观念进行了(进行着)及时的批评和反思。这种批评和反 

思，既表现出理论研究特有的深刻性和反思性，也在一定程 

度上批判r新闻实践中的一些偏误。而对新闻理论研究自 

身来说，有着更为蕈要的校正作用。下面，我们撮其要者，加 

以说明。 

新闻传播本位观念的变革。新时期以来，伴随中国改革 

开放的前进步伐，新闻传播观念单命性的变化，就是由传播 

者本位观念向收受者本位(受众本位)观念的转变 ，进而 

向传收(受)共同本位观念的转变。在这一革命性的转变过 

程中，理论研究者从新闻理论最基本的问题人手，从根源 卜 

说明过去(主要指计划经济时代)对新闻(传播 )本身理解 

的片面性。比如，国内新闻理论界发表 r大量的研究论文， 

对“新闻”、“新闻价值”、“新闻真实”、“媒介功能”等基 

础问题进行探讨，表明新闻传播的根本动力来自收受者的 

新闻需求，来自社会的新闻需求，新闻传播最基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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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新闻传播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满足收受者的新闻 

需要，这些看来非常朴素的认识，使人们从根本上转变了对 

新闻(传播)的看法，比较充分地认识到传统的新闻观念、 

新闻价值观念、新闻功能观念等等，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 

的。现在，受众本位观念已经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传播观 

念，当然，在新闻实践中，是否真正贯彻丁这样的观念，还有 

待进一步的研究。并且，受众本位观念是否就是新闻传播应 

该永久确立的正当合理观念，也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对精英主义新闻传播观念的批评反思。精英化新闻传 

播观念是伴随媒介产业化而兴起的一种重要的、影响面比 

较广泛的观念。精英化的新闻传播观念认为，新闻传播(包 

括其他媒介传播)必须努力去影响那些有影响力的人群， 

只有影响_r有影响力的人群，媒体才能成为有影响力的媒 

体，才能赢得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而所谓有影 

响力的人群(精英人群或者社会强势人群)，主要是指那些 

握有一定社会权力、拥有一定经济资本、富有一定知识资本 

和技术资本的人群，也就是普通百姓所说的 “有权、有钱、 

有知”的人群。他们在媒介面前表现出的最大特点就是拥 

有比较充分的话语权力和话语机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 

些媒体坚持精英化的传播观念并没有什么错误，有其一定 

的合理性——政治逻辑、商业逻辑的合理性。但这样的传播 

观念，不应该成为新闻传播界普遍持有的观念。因为，它在 

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新闻媒介作为社会公器的价值追求，背 

离了新闻传播承担的维护社会平等、社会正义的舆论天职、 

道德天职。新闻媒介在关注“富人”的同时，更应该关注 

“穷人”，至少要注意二者之间的平衡。 

对新闻报道平民化观念的反思。针对精英化的新闻传 

播观念，社会和新闻界⋯并发出了另一种声音，这就是要求 

新闻传播要重视平民、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确 平民化的新 

闻传播理念、民生新闻观念。平民化的新闻传播观念，核心 

是关注普通百姓的平常事，用新闻的眼光发现常态生存中 

不平常的事情，以细致、深入、朴素为突出特征，受到了人们 

的普遍欢迎。但是，一些媒体在平民化的名义下，走向了另 
一 个极端(实质．I-是走上_r歧路)，把新闻报道搞成了事无 

巨细的家长里短，把新闻搞成了街道居委会式的广播站。一 

一  些广播电视新闻栏目，甚至给新闻配上音乐、加上台词，显 
— —  

得滑稽可笑，新闻不再是新闻，变成_r戏剧表演，新闻成了 

一 种娱乐的方式。新闻必定是新闻，它有其内在的规定性和 

基本要求，并不是所有的事实都可以作为新闻事实去报道， 

并不是所有的形式都可以用来 “包装”新闻。 

对新闻娱乐化观念的批评和反思。娱乐化新闻和新闻 

的娱乐化是近些年来的一股潮流，其背后有一种观念：新闻 

不过是讲故事的一种特有方式、⋯种艺术，目的是满足人们 

的兴趣和好奇，使人们获得轻松和愉悦。准能把故事讲得引 

人人胜，谁就是赢家。于是，人们看到新闻界有两种突出的 

表现：一是娱乐新闻铺天盖地，各种娱乐明星的新闻连篇累 

牍，并且充满了煽情和媚俗，当然，人们并不一概否认娱乐 

新闻的普遍健康性；二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硬新闻、严肃新 

闻的娱乐化。人们看到，一些媒体关于事件新闻的报道(包 

括重大的天灾人祸类事件和事实)，重点并不放在事件的 

核心上，而是边边角角上。往往把事件拆解成可以娱乐的片 

断(用尽娱乐化的视角和娱乐化的手段 )，或者直接以非人 

道的方式、缺乏基本人文关怀的方式，剪裁新闻事实、报道 

新闻事实。这样的新闻报道方式及其背后的新闻价值观念， 

受到了学界的不断批判和指责，学者们也在积极探究产生 

这种现象的根源，以及治理这种现象进一步恶化的途径和 

方法。 

2、对各种新兴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的反思。 

伴随新闻传播业和整个媒介产业的迅猛发展，新闻学、 

传播学研究也得到了飞速发展的机遇，各种新兴研究领域、 

研究方向、研究方式方法，如雨后春笋，遍地发芽，到处生 

长。从总体上说，这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有利于学术进 

步、学科发展，确实令人高兴。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杂 

草孳生、良莠不齐的现象，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担心和反思， 

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对心浮气躁的学术心态表示担忧。新闻传播业的勃兴， 

给学者们创造了充分的学术研究机遇，施展才华的用武之 

地，而新闻学本身的开放性、与其他学科天然就有的广泛联 

系性，更是给研究者们开辟了广阔的研究领域。有些人充满 

激情，到处跑马占地，插旗立牌。今天提出这个学，明天创造 

那个学，真是“学术林立”。可一旦接触实质性的内容，就会 

发现，所谓的“某某新闻学”或者 “新闻某某学”，如此等 

等，很少有 “夜明珠”，大多是“驴粪蛋”。心浮气躁、走马观 

花，仍然是当前新闻学术界普遍存在的不良现象。更为令人 

担心的是，批评这种现象的人(也许包括笔者在内)，也往 

往是被批评中的一分子。写得快，出版快，甚至写得少、出版 

多，已经成为新闻学界的普遍现象。就连一些功成名就的学 

者，也很难平心静气地做学问，深入研究问题，而是与急于 

评职称、忙于养家糊口的年轻学者们一起，到处舞忙，四处 

做秀，大家似乎钻进Ⅲr一种恶性的怪圈，逃脱不出来。这种 

现象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大问题。 

对一些研究领域的学科定位、归属提出不同看法，表达 

了各种疑义。已往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空白，特别是实践发展 

的迫切需要，促生r不少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使新闻 

学的地盘在不断扩大，边界在不断扩张，内容在不断增多。 

对新出现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的归属问题，学者们的看法 

并不完全一致。比如，一些学者或者撰文、或者在重要的学 

术会议上发言指出，媒介经济研究是理所应当的，但把它作 

为新闻学院的课程和教学内容是否合适是需要考虑的，它 

更适台的位置应该在商学院或者经济学院；又如，一些学者 

公开地或私下里对培养新闻发言人的课程、公共关系课程、 

甚至广告等课程置于新闻学院都表示 _『一定的疑义和担 

心；再如，一些新闻学研究者对传播学研究者的有关看法提 

出疑义，“将 ‘媒介经济’和 ‘传媒业经营与管理’仅仪视 

为传播学的研究内容是欠妥当的，新闻学同样应当把它列 

入自己的研究范畴之中，这是新闻业发展的需要，也是新闻 

学科发展的需要” 。其实，有些研究领域本身就是交叉的， 

说绝对点，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存在绝对的只有一个学 

科研究的独立领域，不同在于不同的学科总有一 自己特 

有的理念、视角和方法。笔者不赞成研究领域上的“地方保 

护主义”。但从教学上考虑(实际上是从培养人才的目标考 

虑)，有些课程到底应该放在哪些学科、哪些学院，是可以 

进行争论、探讨的。 

对学术研究方法本身提出反思。我国新闻学者比较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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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传统的研究方法——理性的逻辑思辨，定性的描述和论 

证。这些方法主要是一些哲学方法 、解释学的方法，也是人 

文社会科学通用的一些基本方法。对此，不断有学者提出批 

评，认为这样的方法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得出的结论多是 

断论性的、感悟性的、直觉性的，没有足够的、普遍的说服 

力，与真理的品性不相符合。在经验传播学、社会学等实证 

方法的影响下，一些学者极力强调新闻理论研究也应该采 

用实证的、量化的方法，少用甚至放弃传统的方法。但就总 

的情况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在研究方法上，不能从一个 

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思辨不是万能的，数字(代表实证方 

法)同样不是万能的，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解决所有问题 

的万能方法。我们不能把任何一种方法神圣化。新闻学面对 

的理论问题，不可能通过单一的方法解决。不同的方法可以 

解决不同的问题，只有不同方法整合起来，才有可能解决大 

问题和难题。 

对伪学术现象提出批评与反思。人们发现，现在的学术 

研究尽管有非理性的一面，但同时看到，学术研究的自觉性 

在增强，特别是前提批判意识、问题意识得到了明显的强 

化。在展开具体的研究之前，对研究的问题本身进行意义审 

问，已经成为学者们的自觉行为。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人 

所研究的问题，往往是实际上不存在的问题，或者从学术上 

说是无意义的问题。是一些伪问题，所进行的研究也就变成 

了伪研究。对于这种现象。学者们已经开始了公开性的批 

评。人们看到．学术交流、对话的气氛和环境正在变得宽松， 

学者们也变得越来越大度、宽容，不同观点的正面交锋，包 

括在学术会议上的直接的、面对面的批评与辩论也在增多。 

这实在是难得的好事。事实上，尽管学术研究的规范性仍然 

难以令人满意，但人们发现，加强规范、遵守规范的呼吁越 

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3、对学术研究政治化、宣传化的批评和反恩。 

学术研究，特别是新闻学术研究的宣传化倾向、政治化 

倾向，一直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种突出表现，人 

们对这种现象的看法意见也很不一致。对于新闻界来说，与 

已往不同的是，学者们对学术研究的宣传化、政治化现象， 

不再熟视无睹，不再认为理所当然，而是开始了认真的批评 

和反思，开始比较自觉地讨论新闻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 

学术研究不是政治宣传，但学术研究必然会受到政治 

权力的影响，这几乎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但在学术研究中 

如何对待和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从近些年新闻学界的总体情况来看，多数学者认为学术 

研究还是应该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学者们对那些把新 

闻理论研究搞成对执政党或者政府新闻政策、路线、方针的 

阐释宣传持普遍的谨慎态度。 

理论研究可以研究政策，也应该研究、评价政策，但不 

能把研究混同于宣传，那样，新闻理论研究将失去其学术意 

义。对政府、政党新闻政策(路线、方针等)的研究，是把它 

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作为一种客观存在，首先弄清楚政策 

是什么，还要搞明白政策针对的实际情况是什么，进而发现 

问题，追究问题背后的根源。这样的研究首先不能带着功利 

色彩，不能怀着价值追求，而是要以客观的和价值无涉的态 

度展开。如此，得出的结论才不会是预先偏向的，只有没有 

预先价值偏向的研究成果，才有可能为制定政策、修订政策 

的人提供科学的、真实的智力支持。宣传是把既有的政策看 

作完全正确的、合理的东西，向社会进行传播和灌输。它的 

任务是让人们理解政策、接受政策，按照政策办事。宣传性 

的文章(不是学术论文)，其内容本质上是没有新意的，它 

不能超越被宣传的内容，只是通过一定的艺术、技巧和方法 

阐释既定的内容，这与学术研究追求内容上的创新、言他人 

所未言恰恰相反。因此，学术研究和宣传 是一回事。现在 

的一些所谓学术研究论著、论文，主要是一些语录的堆积、 

政策条款的罗列，加上几句感想式的解释，还有自己一些信 

念的表达，洋洋洒洒数千言、上万语，并没有研究任何问题。 

这当然得不到人们的认可。学术研究还是应该保持它必要 

的独立性 、客观性和科学性。 

三、国际交流的新发展 

进入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整个中国x,~J'l- 

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扩大，新闻学研究中的国际交流也得到 

了迅猛的发展，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明显增加，国内众 

多新闻院系，特别是比较著名的新闻院系已经与国外的一 

些知名新闻院系或者新闻媒体展开了实质性的合作。台作 

的主要领域有：教学、科研和对新闻业界人员进行各种培 

训。有人说，中国的新闻教育、新闻研究已经出现了国际化 

的现象∞。中外新闻学术交流与合作，今天才昆真正的黄金 

时期。国际交流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儿个方面： 

1、翻译浪潮滚滚而来。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众多学者、译者，众多出版社。 

投入很大精力从事新闻与传播学著作的翻译和出版。长期 

致力于新闻与传播学著作翻译事、 的展江教授说，中同关 

于西方新闻与传播学著作的翻译已经出现两次高潮，它们 

都产生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第一次高潮大致始于1980 

年，翻泽出版了一批很有影响的著作。比如：《美同新闻史》 

(1982)、《当代新闻学》(1986)、《怎样当好新闻记者》 

(1980)、《传播学概论》(1984)、《报刊的川种理论》 

(1980)、《新闻写作教程》(1986)等。在这一翻泽高潮巾， 

新华出版社独居鳌头，其他一些出版社零星参与。从总体上 

说，译者相对来说较少，出版形式大多也是单本为主，没有 

形成规模化的翻译态势，总量在四五 卜部。第二次高潮大致 

始于1992年，持续至今。 “大致自1998年新华出版社推出 

‘新闻传播学名著译丛’以来，第二次适泽已经随着中国新 

闻与大众传播教育的发展和新闻媒介的市场化运作进程而 

形成了空前之势。” 在目前还在持续的第二次浪潮中，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包括两个 

系列：“大师经典系列”和 “国外经典教材系列”；清华大学 

出版社推出了 “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和 “清华传播译 

丛”；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 “世界传播学经典教材中文 

版”(其中有影印本)；新华出版社推m了“西方新闻传播 

学·经典文库”；华夏出版社推出了“高校经麒教材译丛·传 

播学”；商务印书馆推出了“文化和传播译丛”。此外，还有 
一 些出版社推出了一些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翻译著作，比如 

南京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辛t 

(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等。从总的翻译量上来看，大概 

有一百二三十部。看得出，参与这次浪潮的 “弄潮儿”—— 

翻译者与出版社一一 人多势众，著作出版的形式也多是规 

模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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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对中国的新闻理论研究产生了 

相当大的影响(对传播学的影响更大，在这些著作中，大多 

属于传播学的著作)，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在越来越 

多国内学者出版的学术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引用、参 

考翻译或者原版影印著作的总量在不断增加，一些新闻学、 

传播学专业的博士甚至硕士学位论文，所列的参考书目多 

半是上述两次翻译浪潮中“进口”的书目。 

其实，不仅是翻译浪潮滚滚而来，而且原版、原文图书 

也被规模化地引入。用句流行话说，外文原版图书已经成了 

国内新闻图书市场的一道风景。同内一些出版社已经和正 

在酝酿出版世界上一些著名的(主要来自美国、欧洲、日本 

等)新闻学和传播学著作曲，一些新闻院系不仅进行双语教 

学，而且直接使用国外出版的相关教材。 

在滚滚而来的翻译浪潮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 

在两个方面：一是重复出版，书目挑选不够精细；二是书评 

(学术性评论 )工作跟不j二，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翻译出版书 

目的学术影响力。 

2、国际会议频频举行。 

重视国际学术交流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同新闻学术界表 

现出的重要特点之一，而随着我国开放 度的／f 断提高，特 

别是伴随着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新闻学术交流的 

国际化已经形成了一种看得见的潮流。世界范围内新的新闻 

文化景象、新闻文化秩序正在形成之中，中国新闻传播学界 

已经和正在成长起--~tt新生代学者、研究者，他们既对中国 

的现实比较了解，又具有比较好的国际学术交流能力。当全 

球一体化的进程在各种冲突中不断加快，更是为新闻传播学 

的国际交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和机会，其重要表现之一 

就是各种形式的国际学术会议此起彼伏、频频举行。 

目前，新闻学界的国际学术会议已经开始打破惯有的 

只是困内请国外的模式。人们看到，不仅足中国的新闻院 

系、专家学者邀请国外的著名学者教授到中国来参加学术 

会议，发表学术讲演，讨论学术问题，而且不少中国新闻传 

播学界的专家、教授、学者，已经凭借他们自己的学术实力 

和水平，受邀走出国门，登上了国外举办的各种学术沦坛， 

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发出了中国研究者的声音。他们介绍中 

_  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状况，阐释中国学者眼中的世界新闻 
— —  

传播事业，比较不同国家之间新闻观念、新闻实践的异同， 

发表自己对诸多重要问题的见解和看法。可以说，近些年 

来，中国新闻学术界与世界同行开始形成有效互动的双向 

国际学术交流局面。 

更为重要的、也是更为可喜的是，国际上已经有一大批 

学者积极关注中国新闻业的发展与变化，他们到中国的学 

术会议上不只是介绍他们国内的有关问题或者有关研究成 

果，他们把对中国新闻业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各种比较研 

究的成果 )展示在人们面前，从而使中国学者能够直接了 

解国外研究者们对中国问题的各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了中国学者身在庐山难知庐山真面目的 足，促进了学 

术交流的广度和深度。 

还有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国内新闻学术界、 

教育界具有审要影响的一些新闻院系，以长远的目光、国际 

化的境界，探索国际交流的新途径 ，试图在国际新闻学术 

界、教育界努力发{Jj具有 ·定影响力的中国声音。比如，在 

2005年1 1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5O周年院庆之际，举办 

_『“首届中外知名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国际论坛”，并在论坛 

期间签署了具有重要影响、得到广泛好评的《北京共识》∞。 

3、合作研究迈出步伐 ． 

在国际交流的新发展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中 

国一些比较著名的新闻与传播院系已经与国外比较著名的 

新闻院系展开了教学、科研、培训等方面的实质性合作。 

据了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清华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等，都已经和正在 

与世界各国(主要是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 

韩国等)著名的新闻学院进行了和进行着各种形式的合 

作。国内外新闻院系之问、有关的研究机构之间，已经建立 

起各种比较亲密的关系，比如姊妹或者兄弟院系关系等 

(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已经与美国的密苏里新闻 

学院、北卡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韩国高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建立了姊妹学院关系)。在人员往来常态化(包括教师交流 

和学生交流)的基础上，展开_r许多具体科学研究项目上 

的合作，有些研究项目主要针对中国问题，有些项目则是中 

外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口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全国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 

资助项目”《理论新闻学系列专论研究》的部分成果，项目 

批准号为：200314。 )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邮编：100872 

注释 ： 

(D不能忽视的是，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年的新闻研究并没有实质性的进 

步，他们对近些年来的一些学术成果做出了悲观性的评价。 

(童)该书是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晕点研究基地——中同人民大 

学新闻与丰十会发展研究中心承担的重大课题 《中国共产党8O周年新闻思 

想研究》的最终成粜。 

③比如陈富清撰写的 《江泽民舆论导向思想研究》，2003年由新华出 

版牡出版。 

④这是巾华人民 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出版的第⋯本新闻学专著． 

电足第一一-部被争国广泛使用的理论新闻学教科书。 

( 这血】 是史论研究往往能够成为 一门学科学术成就标志的原因所 

在 但螫说明的是．史论的成粜在很大程度 卜要依赖于实证的、位用的研究 

成粜 

( )转引自黄小寒：《“f：l然之书”读解——科学诠释学》．第5l页，上 

海．上海洋文出版牡，2002。 

⑦参阅童兵、林涵：《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第4()8—4l0 ， 

f 海，复且大 ：出版社，2000。 

⑧如唐绪军：《报业经济和报业经营》，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丁柏 

铃：《中国当代理沦新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喻同明：《传媒影 

响力》，南 }_j撤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 

⑨如童兵2002年撰著出版的《比较新闻传播学》(巾国人民大学出版 

丰十)，张威2003年撰著出版的《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南方It报出版 

丰十)，薛中军撰写出版的《中美新闻传媒比较：生态 产业 实务》(复目 大学 

⋯版社，2005。)等 

⑩我国著名媒介学者，巾同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同明在一篇文章 

巾这样写道：“进入20世纪9(，年代以后，人们逐渐地发现，中同的大众传 

媒正在发生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这场 ‘革命’的 个突ffI表现就是媒 

体说话的语气变得谦逊了，有商世了，不需要人们仰瞢脖子聆听了；媒体的 

面孔也变得平易近人r——多了一点宽容和笑容，少rl 点颐指气使；同 

时，传播模式也转型为以受传者为本位 1 ，价值取向的杂色和兼容变得日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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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放“决策气球’’与公共政策{Ii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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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孙旭培 吴 麟 

【内容提要】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正逐步演进为“参与性社会”．．在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制定中。相 

关部门开始改变过去“谋”与“断”一步到位的政策制定模式。出现了通过施放 “决策气球”来测试民意的趋势。本文通过 

回顾典型事例，结合公共政策的相关理论，论证施放 “决策气球”是有必要的。对此，新闻媒体应该跳出陈旧观念的樊篱，充 

分地运用 “平衙”的报道策略，积极地、负责地参与报道。 

【关键词】公共政策；决策气球；平衡报道 

现代社会是 “参与性社会”，即“社会中的个体成员， 

能够积极地参与决定他或她自身的命运 这是一个讨论的 

社会、学习的礼会、试验的社会和发展中的社会。” 它建立 

在鼓励和尊重个人参与社会活动的基础 。随着政治、经济 

的发展，我国社会正逐步演进为“参与性社会”，在与公众 

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 ，相关部门开始认真听取公众 

意见，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政策合法化的过程，一改过去 

“谋” “断”一步到位的政策制定模式为“谋”与“断”的 

适当反复，增加政策的透明度。也就是说。与共众利益密切 

相关的政策的出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先通过有关部门施 

放“决策气球”，向媒体披露消息，将考虑制定政策的意图 

公之于众，以此来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所谓 “决策气球”可理解为：它是在政策『Ⅱ】题已形成、 

有一定的政策诉求后，有关部门在考虑相关政策制定与胥、 

该如何制定时，尽n 能广泛地听取舆情民意的一种试探性 

方法，具体是通过新闻媒体传播有关信息，以激发利益取向 

不同的公众参与讨论，各抒己见，建言献策。 

在我国，施放 “决策气球”是一种新颖的做法，赞成者 

称道这体现了政治文明的进步；但也不乏反对意见．如认为 

在一些涉及民众利益、比较敏感的问题上，不能随意发布信 

息，因为“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起舆论 昆乱，并有可能引 

发社会动荡”。 寸此，我们将通过回顾两个典型事例—— 

都江堰 “杨柳湖工程”停建和 “延长退休年龄”的争论，来 

探讨施放“决策气球”有无必要?新闻媒体对此该持何种态 

度?需要具体运用哪些策略? 
一

、 典型事例回顾 

1、都江堰 “杨柳湖工程”的停建 

“杨柳湖”工程距离都江堰世界遗产核心区仅350米， 

很町能会对文物保护、生态环境造成巨大损害．．但有关部门 

事先没有广泛听取各方意见，而是采取了绕过审批程序，先 

开工、后报批的方式。为了获得社会支持。2003年4月28 Lt， 

都江堰管理局就此邀请四川省水利、文物、建设、环保、遗产 

管理等方面的领导和专家到实地勘察并论证，会上反对建 

坝呼声强烈。但是管理局随后在6月5日再次组织论证，将持 

反对意见的专家排除在外， “I 程仍然坚持继续上马。7月9 R 

《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记者张可佳采写的报道《世界遗产 

都7C堰将建新坝 原貌遭破坏联合国关注》后，杨柳湖工程 

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并形成了一个报道的高潮，央视一套 

常态化丁，那种定于一尊的意见 |{ 平Il沧据早现的单 一与纯粹已经变得越 

来越不受欢迎 所有这 -切的变化，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我 的大众传媒 

已经告别r精英文化的刚代，J=F始步人大众义化时代 ”参见喻囤明：《解析 

传媒变局——来自中同传媒业第 ·现场的报告》．第3页，广州，南方I_1报 

出版社，2oo2 

⑩郑保 ：《试I仑我同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 

学学报》．2005(2) 

关于新闻教育的罔际化问题，已绎引起_r教育界、学术界的高度关 

注 到底什么足“同际化”+应浚不应该“闸际化”．都还处于争论之中 人们 

对国内一些新闻院系直接采f【}J国外(主要是美 )的教材展开教学，以国外 

的一些新闻报道作为范例，持有不 的看法 

⑩@参见[美 ]迈克尔·埃默里 埃德温·埃默里著，展江 殷 业主洋： 

《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第八版)，第858页，北京，新华 

出版社，200l 

⑩比如清华大学}U版社推出的“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叶1不少就是外 

语原文影印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幸十从2003年开始推 “新闻传播学英文 

原版教材系列”，这 教材选取_广美同著名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长期选用的 

经典教材，它们均由芰国新闻传播界有影响的大学教授所苫。内容澜盖r新 

闻传播学的各个重要领域，全面反映丁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理沦水平和 

实践探索水平(参见浚套丛 的《出版说明》) 中国政法大学2003年影印 

出版了“剑桥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这套从书中有大量的关于言沦自由、 

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等的论著，对新 理论研究，特别是新闻传播与民主政 

治的荧系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 

⑩ “首届中外知名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国际论坛”于2005年1 1月 l9日 

至2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来 自l什界各地的 70多家新闻传播学院(系) 

的院长．系主任出席，就新闻传播事、I 与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充分交流了意 

见 与会者一致认为，本次论坛为l什界传播教岢界的领导者提供了一次具有 

重要意义的聚会．为新闻传播教育同际交流翻开 r新的一页。与会者签署的 

《北京共识》如下：“一、新闻传播事 是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力量。新 

闻传播工作者为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担负着神吊职责。二 现代新闻传播事 

业的迅猛发展， 仅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_全新要求．而且为新闻传播教育 

提供r丰富的教育资源和J 阔的人 ’市场 三 新闻传播教育的核心任务是 

培养具有神圣职、 良知、宽广的国际视野 深厚的文化修养、科学的思维方 

法和精湛的专、』 技能的新闻传播工作者 新阐传播教育工作者应当以神圣 

的使命感和强烈的fl=_I豪感担负起培养新闻传播人才的责任 四、世界各同新 

闻传播教育工作者需要进行多种方式的交流和合作，以扩充自身知识 卞富 

f1身经验、提高自身能力，为培养新闻传播专、I 人 做}“责献．．扛、建立新闻 

传播学院院K同际论坛定期举行制度 当届论坛承办者组织各学院协商确 

定下届沧坛承办学院。承办当 国际沦坛的新闻传播学院为当届论坛执行 

丰席学院 ”参见中国人民大学主办；《国际新闻界》，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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