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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时代的多元化传播格局 

传播学视野下的手机媒体影响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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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手机媒介的普及，不仅对社会的生产关系．信息资源和技术等重新分配颇具影响，也涉及原 

有传播格局的重构及社会话语权力的争夺，进而削弱了大众传媒的垄断地位。为了应对传播媒介多元化格 

局，应积极改进传播管理政策、提高新闻媒介职业责任感，并大力推动媒介素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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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播学里，媒介可以用来指代传播方式，但更经常 

的则是指涉传播信息的物质实体及与之相应的媒介组织， 

如报纸、杂 志、书籍、广播、电影、电视 以及 因特 网 

(Intemet)。媒介提高了信息传播速度，拓展了信息传播管 

道，扩大了信息传播范围。从这个观点出发，手机即是媒 

介的一种。因此，在传播学范畴内，我们将手机定义为有 

意识的，或专业化的传播者，以多媒体为表现手段，向特 

定的，或数量众多的对象大规模传播信息的电子媒介。 

一

、 媒介多元化与信息畅通化 

手机作为信息工具的兴起和普及，使地点接触和信息 

获取分离，削弱了经济、年龄、文化程度等在信息吸收中 

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有可能改善和重组社会阶层的分 

布。而手机造成的 “去中心化”传播格局，使权力影响相 

对降低，原本可能被常规的大众媒介过滤和控制的信息得 

以在人际传播网络中找到扩散的途径。与此相应，国家政 

策、传媒格局和传播理念需要有相应的变化与调整。 

1．信息流动与传播控制 

大众传媒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是实现国家 

控制和社会 目标的重要手段，也是社会文化和娱乐的提 

供者。大众传媒既是社会信息服务系统，也是重要的社 

会管理和控制系统。大众媒介传播是由点到面的，传播 

主动权掌握在传媒手中。传媒凭借其技术优势，控制削 

弱了受众多样性的选择权力，为主流意识形态向个体渗 

透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途径，从而处于文化与权力的网络 

中心。传播权的高度集中和受众的沉默，使得受众难以 

得到全面的信息，更难以自由表达不同的意见。 

因特网实现了由点对面的传播向点对点传播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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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特网具有技术复杂性和高度公共性，网络技术依赖国 

家公共信息技术系统的存在而发展，网民拥有的只是在国 

家控制的网络技术空间发表言论的权利，这种权利完全可 

以用技术手段予以制止。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因特 

网是基于数字技术背景下的 “虚空间”，虚拟环境下的传 

播是匿名的，人们的责任感和伦理观念因此变得淡薄，这 

使得信息发布和传递过程中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手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传播控制与传播层级 

的划分。手机的信息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人际传播 

的基础上，其私人化和隐秘性的本质使得信任度高，传 

播效过明显；即发即收的信息接受模式，远远胜于传统 

媒介的延迟信息传输，因而极易扩散，这些优势使手机 

在行使大众传播的模式时必然带来巨大的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大众传媒处于社会与公众之间，是社 

会结构的一部分，从事着生产、再生产以及传递各种信 

息的工作。无论是认识社会，还是与社会、政府、组织 

发生关系，人们往往都不是通过亲身接触，大部分依赖 

大众媒介传递信息。电话的出现使得无论政府、办公室、 

商务中心或普通住宅，都被数字重新命名；而手机则将 

这样的重组趋势细化，具体化到个人，并打破了传统的 

阻隔和壁垒，建立起一种平面化、无层次、无壁垒的传 

播环境。手机号码不再是苍白的一串数字，它代表的是 

使用这串数字的人。通过手机进行的信息传递不存在检 

查、封锁和阻隔的问题 (目前来说)，无论咫尺天涯，手 

机通话都能以一个现场的语境，指向明确地传递信息， 

因而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层级划分。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当管理阶层公开手机号码时，不仅代表着原本 

高不可攀或者隐秘的社会层级走向社会公众可以触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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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同时意味着迅速沟通的契机， 

自下而上，快速流通渠道的建立。 

2．媒介共享与社会权力 

以及一种公众信息 
二、改进公共信息政策与提高媒介素养教育 

手机打破了大众传媒的信息垄断，严格的消息源控 

制或是媒介对传播内容的控制逐渐转化成不断增长的用 

户控制。依托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互补，手机将形成 

新的传播格局。 

(1)多元化媒介环境和信息监督 

在大众传播时代，人们通常是在信息中获取必要的 

意义，形成经验和看法，这就对信息内容的真实与否提 

出了要求。媒介的呈现使得那些原本遥不可及的事件变 

得就像身边的事件一样为人所熟悉。正如塔尔德所说： 

“新闻记者发稿的根据，是他认定有趣的或看上去有趣的 

东西，是他要追求的目标，是他效劳的党派利益。⋯⋯ 

报纸靠表达舆论起家，起初表达的完全是局部的观点， 

是特权群体、法庭、议会、首都的观点，报导其闲聊、 

讨论或辩论 ；后来，报纸才能够引导舆论 ，才能够几乎 

是随心所欲地模仿舆论，并且把大多数的每日要闻强加 

于人，使之成为茶余饭后的日常谈资。”⋯【p倒’媒介事件 

和人们亲历事件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差异，媒介在信息传 

递过程中不仅吞噬意义，而且在拼贴意义、制造意义， 

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把非真实事件呈现在人们面前。 

手机的普及创造了打破信息垄断格局的可能性，信 

息工具向个人手中转移，手机用户个体的交流空间日益 

延伸为社会信息交流的公共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 

传播格局。而如果 “去中心化”的个体 “众声喧哗”，无 

疑将动摇传统大众媒介的权力基座。2003年初，非典型 

性肺炎 (SARS)留言在中国大陆的扩散表明，手机短信 

虽然 “同样不具有大众传媒的权威性，但其传播途径沿 

着扩展了的人际传播网络进行，具有较强的说服性，而 

且由于发送效率增加，～个信息接受者可能收到多人发 

出的相同信息，更增加了信息的感染性。”_2 这也警示了 

如果大众传媒与大众社会自我绝缘，最终将难以胜任媒 

介公共产品所应有的职能。 

(2)公民新闻学 

手机促进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结合，它不仅意味 

着利用人际传播来补充和强化大众媒介的传播，也有通过 

大众传媒来辅助、扩展个人传播，以检验个人传播和大众 

传播的共同效果。以报纸、广播和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大众 

传播业，其运作都是由专业编辑和记者采集和制作内容 

(包括部分因特网编辑)，然后向社会大众单向传播。因特 

网的诞生，开启了 “双向传播”的新格局。而伴随多媒体 

的演进与通讯网络的完善，手机大大增强了用户的参与性 

和互动性，促进了大众传播格局的进一步变革。手机拍照 

携手博客网站在英国伦敦地铁爆炸中的表现，呈现了通讯 

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信息采集与信息发布模式变化。随此应 

运而生的 “公民新闻学”(citizen journalism，即社会大众参 

与制作新闻报道)，更改善了公众参与信息传播的技术手 

段，这些不可避免地涉及传播格局的变革以及对社会话语 

权利的争夺。 

手机大大拓展了现代人的生存空间，社会中离散个 

体的多元化、去中心化进一步消解了 “大众”的概念， 

提供了媒介使用者发挥自我能动性的可能，传统传播中 

“中心 一受众”二元结构因而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在手机 

引领的交互时代，个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因交互而 

得到改变，进一步促进了传播格局的变迁。传播权的普 

及有利于公众得到更多全面且多元化的信息，并能向公 

众传达自己的意见；更主要的是，它意味着公共信息政 

策的相应变革。 

1．改进传播政策与管理 

传统的管理架构上层大下层小，高层垄断着信息，下 

层既无就全局发表见解的信息基础，也没有对全局发表见 

解的途径和愿望。手机正在使过去单一的信息传输管道改 

变为全方位、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双向传输管道。信息的 

极大丰富，各种新情况不断出现，管理者单纯依靠经验办 

事已不能应付这种变化。因此，政府管理部门应该充分理 

解并信任媒介，给媒介充分的活动空间，使它依据自己的 

准则，按照传播规律正常运转；重视新媒介在信息收集与 

发布方面的独特优势，从观念上确定政府有责任为社会公 

众实现权利而提供信息，尊重知情权，保持消息畅通和运 

作透明，提升政府公信力。随着传播技术的完善和文化素 

质的提高，当突发事件来临的时候，政府完全可以既通过 

大众传媒，也通过新媒介开展危机公关，掌握信息流动规 

律，把握公众接受信息的心理，尽可能快速、准确和全面 

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树立自己服务公众的形象。 

2．树立新闻职业责任感，把握媒介转型与公民参与 

传播格局的变化不仅影响到媒介工作人员的工作方 

式和受众的接受方式，还对传统的传播观念以及媒介理 

论提供了挑战。因此，必须站在现实社会的立场上对传 

播格局重新进行思考。 

(1)树立新闻职业责任感，保证平时与突发事件中 

媒介主导作用 

拉斯韦尔在 《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出： 

大众传播具有监视社会环境的功能，即从事传播工作的 

人，时刻注视环境的变化，持续不断地向社会提供信息， 

使人们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随着新媒介的兴起，加上 

外国媒体迫不及待进入中国媒介市场，传统意义上宣传 

一 统天下的方式将逐步被多种传播媒介和形态进一步分 

割的新格局取代，如何有效地改进并完成使命，传统的 

大众媒介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手机作为新媒介的出现，使任何人都能自主生产并 

发送信息给另一个人 ；互动方式的提升，让用户有了更 

多信息加工与再加工的可能；而人际传播对社会信息流 

动的干预增多，导致大众传媒作为社会信息主要 “把关 

人”功能的弱化，信息控制越来越难。广东的报纸报导 

“非典”事件时，提到在春节大假后期，大家返回工作岗 

位，病毒的传言以短信、电话等人际传播方式大肆传播， 

媒介才开始关注此事。“我国媒体记者还没有形成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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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意识，将新闻工作看作与其它的工作没有太大区别 
⋯ ⋯ ’随时随地处于工作状态’只能停留在理想中”。群 

众最需要信息的时候，新闻媒体却出乎意料地保持着沉 

默_3 J。当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信息暂时无法进入 

．
大众传播管道时，这些信息便通过手机很快在人际传播 

网络中扩散，它比单向传播的大众媒介可信度更高，比 

口口相传的人际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影响也更大。 

手机由此动摇并改变了长久以来大众媒介的地位和形象， 

对大众媒介中的新闻工作者提出更高的职业责任感要求。 

(2)媒介转型与公民参与 

新闻单位开始实行 “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标志 

着媒介准公共产品转变的大幕正式揭开。起步于世纪之 

交。落锤于 2003年的报刊市场整顿 ，以及于2004年的媒 

介与党政主管部门正式脱钩，标志着适应市场经济和准 

公共产品属性的新媒介体制正式成型。2004年，国家相 

关权威部门联合推出的文化产业改革试点单位等改革举 

措进一步昭示以媒介为龙头的文化产业将在近年内最终 

脱离计划经济母腹，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准公共产品 。 

中国媒介体制开始突破僵化的产业规模与行业限制，形 

成多元的复合型产业结构和风格多样的媒介品类。 

媒介信息巨量增长，极大地满足了大众社会的信息 

需求，使媒介更为理想地充任社会公共产品的角色。为 

此，媒介需要了解受众心理来适应变化，更好地实现自 

己的功能；受众同样需要了解媒介的发展趋势，扩大 自 

己的媒介权力，在传播中实现自我。因此，对于媒介自 

身发展规律和受众心理机制的关注是必要的。公众应该 

认识到他们有责任参加媒介的编辑事务，如向全社会开 

放记者资格考试 ]，新闻业成为全体公众可以广泛接触 

社会事务工作，也将使记者对新闻更加负责。当公众意 

识到他们可以介入媒介，并在事实上对媒介传播内容有 

很大发言权，公众和媒介之问的关系就将重新连接起来。 

它不仅意味着媒介可信度的提高，同时激励公众更多地 

参与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 

(3)媒介素养教育 

媒介素养 (Media Literacy)~是对以前习文断字概念 

的延伸。它以培养人的素质为核心，使人具备正确使用 

媒介和有效利用媒介的能力，并建立获得正确媒介信息、 

信息产生的意义和独立判断信息价值的知识结构。信息 

化社会里，媒介不断在教育儿童和青少年，也在教育社 

会中每一个成员，认识媒介将成为生存的必要条件之一。 

目前中国从小学到大学基本仍停留在培养传统素质 

(作者系福州大学教师) 

(读写能力)上，对新媒介的教育十分缺乏，遇到信息没 

有能力自主地质疑和分析。如何使受众在心智上具备穿透 

媒介所建构的迷障，自主分析媒介传播信息内容，加强媒 

介素养的教育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媒介素养教育也不 

仅意味着能够判断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价值，有效地利用信 

息发展自己，还要求了解媒介基础知识，掌握使用媒介技 

能和方法，通过理性思维与对话去影响，督促媒介改善其 

传播内容，并提高整个社会文化品位。特别是在当前，法 

律上还没有规范和管理手机的具体法规法律；技术上，无 

法对所有手机的短信内容进行同时同步监控、过滤，做到 

在必要时进行屏蔽非法有害的信息，这时媒介素养教育就 

显得格外重要，每一个人都应尽可能学习，高效地接受信 

息，正确地分析处理信息，负责地传播信息。 

人类传播史上，每一种新媒介的应用，都对人类社会 

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手机给传统社会信息传播格局带来 

的冲击，则在于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改变。以往， 

大众传媒的信息垄断使得精英阶层的思考往往具有发表的 

优先权，而受众往往处于被动阅读的地位。手机的大众 

化，使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方同步获悉新近发生的事情， 

进入思考与传播的系统中，进而削弱了大众传媒工具的传 

播垄断地位，促使信息占有的不平等有可能成为历史；而 

信息获取上的进一步均衡化，不仅有可能带来阅读与思考 

的平等，也有可能带来写作和表达的平等，强化社会个体 

的独立思考。通过手机进行的对话，构成了一个交互式信 

息交流平台，营造了一个以媒介为载体连接政府与公民个 

人之问的公共领域，有效弥合了过去政府领域与公民私人 

领域之间的鸿沟。这不仅有助于批评平等和学术民主，更 

有可能使每个人获得言论自由，获得个性和自我价值的实 

现。由于手机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 

互动，任何社会都不会让它放任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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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 默] 

① 如 1992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将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 (ability to choose)、理解能力 (abinty to understand)、质疑能力 (abaity to 

question)、评估能力 (aba~ty to evaluate)、创造和生产能力 (abaay to create and produce)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 (abil to respond thoughtfully)定义为媒介素 

养。参见张开：《媒体素养教育在信息时代》，《现代传播》，21]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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