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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传播的“赤字"和 

“二次编码"论 ■●■●● ，' 栅n●●_-■，●■ 
— — 读程曼丽新著《国际传播学教程》 

启正先生做了8年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有 

“中国政府公关总管”之雅称。他卸任后就职中 

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向世界说明中国”仍然是 

他关注的一个重点。近来看到他几次谈话，坦承中国媒 

体同世界主流媒体的巨大差距．中国对外传播存在着 

严重的“赤字”。同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国著名 

传播学者程曼丽博士的新著《国际传播学教程》，我拜 

读之后．感到其中的理论亮点之一就是提出了国际传 

播的“二次编码”论 ：并且当即把它与赵启正说的“赤 

字”问题“对接”了起来。 

程曼丽在扩展传统传播学中的传播过程模式的基 

础上提出．如果说，普通的传播只需要一次编码——将 

原始信息转换成可被一般受众接受的信息．那么国际 

传播的编码就需要有两次，第二次编码是将本国一般 

受众接受的信息转换成为可被他国受众或全球受众接 

受的信息。 

作者指出．“二次编码就是语言的转换和文化的对 

接”。如果说，语言转换更多的还只是一种技术性的手 

段和浅层次的转换 ．那么文化对接就是一种深层次的 

转换。作者认为，国际传播中的文化对接包括两个方 

面：一是与国际通行的认知、规范体系对接，即人们常 

说的“国际接轨”问题：二是与传播对象国的社会文化 

习俗对接．这涉及传播的针对性问题。作者在书中就这 

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且明确指出：绝大部分的 

二次编码必须由媒介完成。 

我感到，作者正是以传播学者特有的学术话语回 

答了前政府公关总管提出的“赤字”问题。“赤字”的一 

个重要原因正是出在这个“第二次编码”上，我们的大 

众媒介虽然也把进入国际舞台作为目标并且作了很多 

努力，但既不熟悉国际通行的认知和规范体系，又没有 

很好研究人家的社会文化习俗，难免事倍功半。那些不 

成功的事例是大家知道的。对此赵启正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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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方面由于中外文化存在着很大差距 ．另一方面则是 

中国人在国际文化市场上还缺乏推销能力”。他们所涉 

及的其实是同一个话题．不过赵是指出问题．而程则是 

探求规律 ：而学术专著 自比演讲更具有系统性和完整 

性。 

“二次编码”论只是《国际传播学教程》论述体系中 

提出的一个问题。国际传播学在我国是一门年轻的学 

科。有关的理论探讨活动和文集、专著的出版都还只是 

本世纪的事情。作者经潜心研究，在国际传播学的研究 

对象、国际传播主体、国际传播的基本原则、国际传播 

效果测量方法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例如 

她认为一般大众传播学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 “控制研 

究”、“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 

析”这样五大领域．而国际传播作为以大众传播为手段 

的跨越国界的传播，有着明确的主体——国家和代表 

国家行使传播职能的政府，它们利用媒介进行传播，并 

对整个传播过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她也承认 

企业、社会组织、个人也是参与国际传播的另外一些主 

体。据此，她认为国际传播学研究必须增添一项：对传 

播主体进行专门的研究。所以，程曼丽推出的这部“教 

程”，自辟蹊径，具有独特的理论框架，在以上诸方面， 

都不乏理论亮点。我举出“二次编码”论来介绍，仅仅是 

因为它具有明显的实务意义，对于读者有较大的接近 

性．利于举例说明。而且“二次编码”论是全书的有机组 

成部分 ．所以有关提升“第二次编码”水平的话题，也只 

有在阅读和体会全书论述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完整的 

启示。例如既然政府是国际传播的主体，那么“第二次 

编码”虽然要由媒介来完成 ，而政府无疑也负有重要的 

甚至是关键的责任，如制定合理的传播政策、改善控制 

手段、开发技术等等，都有许多工作要做。中国国际传 

播提升水平、克服“赤字”，有赖于科学的指导，《国际传 

播学教程》以及其他同类研究成果，就可以发挥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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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方社会很早就开始了传媒自律体系的建设．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对他 们这方面工作了解不多
。 最近出版的陈力丹教授编的《自由与责任： 

国际社会新闻自律研究》，提供了2005年欧洲传媒组织这方面的研究报告 ， 

使我们有机会进一步了解西方社会关于媒介 自律的最新情况。该书收入两 

份研究报告、一篇小论文，读后可以感受到欧洲国家的同行们自觉的新闻 

自律意识．对我国媒介自律的建设也很有借鉴意义。 

《自由与责任：通过媒介自律来保护新闻自由》是该书收入的主要报告， 

对全欧洲现行的媒介自律进行了全面研究，大体可分为数据资料和结论两 

部分。数据部分分析了西欧 ，尤其瑞典 、德国和英国的新闻评议会；研究了东 

南欧五国新近提升记者职业水准、建立媒介自律机制的动机和缘起。在对两 

者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报告得出主要结论：不存在放之各国、各种类型媒介 

而皆准的自律规范，但在不同国度、不同媒介之间存在相似的规律 ，这些规 

律是我们应该观察到和学习的。 

报告的数据部分着力对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 、罗马尼亚 、斯洛文尼亚五国当下的媒介 自律状况进行了调查和介绍 ，篇 

幅最长。对这些国家媒介制度的论述很少见于我国学界，却对我国的新闻实 

践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上世纪90年代初东欧巨变之后，这些国家就在既有 

的社会主义传统和新兴的市场经济问摸索媒介自律的各种可能性。这一历 

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同样拥有深厚社会主义传统的国家，无疑是弥足珍贵 

的。为完成这一报告，当地学者在各阶层中对媒介自律有兴趣的人士进行广 

泛的深度访谈。这些截至2005年的最新材料，哪怕单从世界新闻史研究的角 

度来看，也是很有价值的。 

我国的新闻传播业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建国以来，传媒在一个很长 

的时期内主要被视为党政机关的一个部门。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阶段以后，传媒虽然进入了市场，但对形成必要的职业 自律意识，思想准备 

不足，实践中发生了许多涉及职业操守的问题。目前，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已 

经成为学界和业界需要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自由与责任》报告最有价值 

的部分——将西欧成熟的和东欧相对粗糙的媒介自律制度进行的细致分析 

和全面比较．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 

启发之一：如何建立具有普适性的媒介道德准则?2o0o年4月，波黑共和国 

效用。 

程曼丽治学勤奋，功底深厚。当年她以研究l9世纪 

初叶在澳门出版的《蜜蜂华报》作为博士论文选题，为 

此专门学会了葡萄牙文，把这份埋没近二百年的中国 

境内第一份现代报纸揭示于众，学界传为佳话。2003年 

非典事件期间，她在卫生部的一次座谈会上当面对部 

领导提出尖锐批评 ，其结果是当上了卫生部的新闻传 

播顾问，我想这主要不说明领导的雅量 ，而是她提出的 

真知灼见折服了对方。她同国务院新闻办更有多年的 

合作关系。从这些学术轨迹，不难想见她的研究成果 自 

是厚积薄发，《国际传播学教程》即为一例。 

程曼丽现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与 

今天的赵启正谊属同行。我想这位资深学者和那位转 

软到学界的原来主管对外传播的官员，应该有更多 

“对接”机会 ．一起推动我国的国际传播登上新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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