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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几年政治传播研究述评

李彦冰#荆学民

摘#要! 从政治传播主体' 大众传媒的政治传播功能' 政治传播思想' 国家' 政府形象传播' 政治传

播的学科框架等五个方面对近几年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 我国目前的政治传播研究还不成

熟& 也没有自己完整的研究框架( 以后的研究应从如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要抛弃盲目的 )传播学本土

化* 思维& 回归传播学成为独立学科时的学科基础& 注重它的交叉性' 跨学科特征+ 二是当我们遭遇 )政

治正确* 的羁绊时& 不妨汲取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来进行学理的探讨 + 三是端正作为研究者的研究

逻辑& 丢掉为决策者开药方的急功近利的工具态度& 直面特殊而又冷峻的中国新闻传播现实& 注重价值和

学理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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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 "& 年代末以来$ 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呈加速发展的态势$ 这一领域的研究涉及的范围很

广$ 仅就学科而言就包括政治学% 传播学% 新闻学% 社会学% 心理学等& 就研究的主题而言包括了政

治传播的功能% 政治传播的主体% 政治传播思想% 我国政治传播体制等等方面& 可以说这一领域的研

究成果已经蔚为大观$ 甚至出现了试图构建政治传播学框架的专著& )全球化的今天$ 政治传播已成为

重要的政治战略问题& 毫无疑问$ 传统的政治传播方略% 方式$ 以及相应的关于政治传播的理论研究

也正面临新的挑战&*

'!(在此情况之下$ 认识和了解我国政治传播研究的现状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方面$

它可以使我们对我国目前政治传播的发展阶段和现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同时也为我国政治传播的未

来发展奠定基础& 笔者拟对我国目前的政治传播研究做一综述$ 以期得到同仁的回应% 批评和指正&

任何研究总要有一个逻辑起点$ 我们这个研究也不例外& 要探讨我国政治传播的问题$ 总要找到一

个起点$ 建立一个基本的架构以便能将我国近年来政治传播的成果囊括其中& 邵培仁在他的 "政治传

播学# 一书中说. 政治传播$ 是指政治传播者通过多通道% 多媒体% 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 以推动政

治过程% 影响受传者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对策& 透视这一定义$ 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传播学的奠基人拉

斯维尔 )H\模式* 的缩影& 那么我们的研究就将这一定义作为我们整个研究的逻辑起点$ 以此为基础

将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划分为政治传播的主体研究% 大众媒介的政治功能研究% 政治传播思想研究%

国家% 政府形象传播研究% 关于政治传播学科的构建研究等方面做以述评& 按照这一定义$ 舆论学研

究和国际政治传播研究也应该划入政治传播研究的范畴中来$ 但是由于这两方面的研究在我国进行的

较为充分$ 跟西方的理论对接也较为顺畅$ 故在本文中不涉及这方面的内容$ 在另文中进行专门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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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政治传播的主体研究

对政治传播主体的研究成果突出表现在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方面& 著作有丁海晏% 赵鸿燕的 "新

闻发言人与媒体#% 杜江% 邱沛篁等人的 "新闻发言人. 理论与实务#% 郎劲松的 "新闻发言人实务#

等& 公开发表的文章有几百篇& 综合这些著作和文章$ 大致关注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新闻发言人

制度的历史与现状+ 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危机传播中的作用+ 新闻发言人的素质和职责+ 新闻发言人的

技巧问题+ 新闻发言人与媒体之间的关系& 对于前四个问题$ 大部分研究者的观点基本一致& 但在新

闻发言人与媒体之间的关系上$ 却有不同的观点& 有人主张新闻发言人应该适当的操控媒体$ 而有的

人则注重新闻发言人与媒体之间的沟通&

如上所述$ 从我国大规模的推行新闻发言人制度后$ 大量的研究要么是探讨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

立对我国的积极意义$ 对保障公众的知情权的作用$ 要么探讨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或者新闻

发言人本身应该具备的素质$ 大部分是站在决策者的立场为新闻发言人或这一制度本身出谋划策$ 基

本上都是 )术* 的研究& 应该承认$ 上述内容的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 %&&' 年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中明确传达的信息是 )公开是常态$ 不公开是例外*$ 这就为受众在更广的层面上了解政府信息提供了

法规保障& 但是应该清醒的看到制度的推行和法规的建立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涉及公共利益的黑箱操

作$ 受众的知情保障仍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问题& 汶川地震后期对新闻报道的掌控% )郝劲松状告陕西

省林业厅要求做书面道歉* 案的发生都清楚地表明$ 制度的建立和法规的颁布并不可能一劳永逸的解

决问题$ 它仍然需要受众% 媒体与信息垄断者做长时间的博弈& 对此类问题$ 学界缺乏反思和批判&

二' 大众媒介的政治传播功能研究

拉斯维尔在 !I$' 年发表的 "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 中提出了大众传播的三大功能. 环境监测%

协调社会% 传承文化& 之后查理2赖特在前述三大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 )娱乐功能*& 不同的传播学家

对此问题的认识不同$ 拉扎斯菲尔德将其阐述为. 解释与规定% 规范与强制% )麻醉* 三项功能& 这些

有关传播功能的论述为后续的传播功能研究奠定了基础$ 也提供了经典的阐述框架和范式&

国内政治传播功能研究基本依循了如上论述$ 很多人的论述仍然是在上述经典论述的框架中打转$

即使有变化也只是对西方经典传播功能论述的微调$ 大部分是拿中国的例子去印证西方学者提出的范

式& 比如有人认为在新时期$ 社会矛盾凸显$ )媒介的政治传播功能在进行动态的调试*

'%(,!I$-政治传播

的 )社会管理功能在强化*

'%(,!IH-

$ )矛盾协调功能在张大*

'%(,!I"-等等& 有人将大众媒介的政治功能总结

为. )政治整合功能*% )政治社会化功能*% )政治传播功能*% )政治监督功能*&

! 也有人强调大众传

播的政治沟通功能$ 同时指出 )政治沟通 ,传播- 不是单向的$ 而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

'E(

也有人重点关注政治传播的政治形象塑造功能 ,对形象塑造和传播的研究比较广泛和深入$ 这里

重点介绍对政治统治者的塑造和传播$ 至于国家形象传播问题则独立出来放在第四部分谈-$ 李宏指出

)传媒制造政治形象$ 包装政治家$ 装饰政治权力的社会形象$ 从而推动了象征主义政治的流行$ 构建

了政治文化$ 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见解% 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形成&*

'$(张昆则进一步指出$ )大众传媒

能在一定程度上压缩时空$ 聚焦政治人物$ 从而拉近民众与政治领袖的距离+ 能发掘% 壮大% 张扬政

IE

!

吉林大学周武军博士论文 "大众媒介的政治功能研究# ,%&&' 年 !% 月 !! 日答辩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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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人物自身的魅力因素+ 能通过与普通人物或者对立性指标人物的比较$ 彰显政治人物的政治个性+

能通过巧妙的包装$ 掩饰政治人物的弱点&*

'H(可以说这种研究进行得比较扎实$ 而且体现出跨学科的

特征$ 是对政治传播功能研究的进一步具体化$ 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拓展价值&

政治传播功能研究的一个亮点是关于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功能研究& 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进行得

比较深入$ 成果也比较多& 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研究的是张昆教授的博士论文 "大众媒介的政

治社会化功能#& 该著作从政治学和传播学结合的角度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做了全面系统

的分析$ )作者依循社会功能% 政治功能% 政治社会化功能的逻辑$ 先从大众媒介的社会功能着手$ 进

而探讨大众媒介的政治功能*$ 具体表现为. )政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个体政治价值的建构$ 个体政

治态度的形成和改变$ 政治人格的塑造以及政治系统的维持与变革*&

'G(重点探讨了大众媒介与政治文

化的传承% 政治价值的建构% 政治态度的形成与改变% 政治人格的塑造% 政治系统的维持与变革等之

间的关系& 另外对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的效果% 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艺术等也有所论及&

三' 关于政治传播思想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大致依循两个路径来进行$ 一方面是挖掘中国古典文献中蕴藏的政治传播智慧$ 开

发前任留给我们的遗产+ 另一方面则是眼光朝外对西方文化中蕴含的政治传播思想进行理论总结&

金冠军% 戴元光所著 "中国传播思想史# 对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出现的经典著作和著名人物的传

播思想进行了系统地发掘和整理& 作者指出. ) "中国传播思想史# 驻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语境$ 全方

位对中国传播思想进行一次系统而完整的精神清算$ 这不仅是对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一个交代$ 也

是为新世纪中国传播学发展寻找精神参照& 从这个意义上讲$ 这套书是对几千年中国传播思想的全面

而综合的检阅$ 力图构筑中国传播思想发展的真实图景$ 又是在宏阔的理论视野观照下的学术构

建&*

'"(也许是传播学本土化的逻辑在发酵$ 还有大量发掘中国古代传播思想的论文和著作出现& 这些

著作对先秦儒家% 法家% 道家等主要学派的观点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了现代意义上的阐释& 认为 )儒

家传播思想的核心是传播与现实政治紧密相连$ 借助传播实现对道德的规范$ 影响社会舆论$ 维护社

会秩序的安定&*

''(但有关儒家思想的论述大部分关注的还是蕴含其中的 )仁政* 思想& 刘坚等人指出$

)仁政作为治理国家的 3政道1 有稳定政治秩序% 获得民众的政治拥护% 形成支持性民意的功能& 作为

平治天下的 3王道1$ 有协调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关系% 争取天下民众的政治舆论支持的功能&*

'I(并对孟

子主张的 )推恩* 思想所蕴含的政治传播价值进行了论述& 对法家政治传播思想的论述则主要关注其

)法治* 思想& 张翅认为$ 法家思想重视 )义利教化传播的功能*$ )舆论传播对治国的重要性*$ )重

视法律传播的社会管理功能*&

'!&(但黄春平% 余宗蔚则对法家的传播控制思想进行了论述$ 指出 )愚

民*% )禁书*% )禁言* 是法家进行传播控制的主要方法$ 这对我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深远

影响&

这些关于中国古人传播思想的论述$ 是传播学中国化思潮主导的结果& 应该承认这些成果是对我

们古人智慧的重新发掘和阐释$ 多了一个让我们了解古人智慧的侧面& 但是应该看到$ 所有这些成果

都是我们拿着从西方植入和引进的传播学理论来审视古人的智慧& 大量的论述都难逃拉斯维尔 )H\模

式* 的影响$ 顶多再加上传播功能和传播环境等方面+ 传播学是发端于 %& 世纪 $&!H& 年代的美国的一

个新兴学科$ 我们拿着西方的框架$ 在古人的著作里寻找传播思想$ 并将之作为传播学中国化的重要

成果大加宣扬是大可不必的$ 倘若那样难免让人产生夹杂民族主义感情和相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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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政治传播思想的研究进行得很不充分$ 只有少量的成果$ 较有代表性的是张昆和许正林& 张

昆在 "自由与控制. 柏拉图传播思想初探# 一文中$ 从自由与控制的角度对柏拉图的政治传播思想进

行了探讨+ "从 g君主论 h看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传播思想# 从人性与政治% 政治过程中的传播控制% 政

治形象的设计和政治传播的谋略四个方面对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传播思想进行了梳理+ "约翰2弥尔顿的

传播自由观念# 对自由主义的先驱弥尔顿的自由传播观念进行了总结& 许正林教授的 "欧洲传播思想

史# 是一部全面介绍欧洲传播思想的通史$ 他从古希腊的传播观念谈起$ 到大众传播理论止$ 中间包

括罗马帝国的政治之术% 中世纪的宗教文化传播% 文艺复兴人性的觉醒% 自由与理性的启蒙时代% !I

世纪的阶级传播意识% 法兰克福学派% 文化研究% 结构主义% 符号学% 阐释学与语义学等不同的阶段$

全面阐述了欧洲的传播思想& 当然这里面有一部分不是谈政治传播思想的$ 但在古希腊% 古罗马% 文

艺复兴% 启蒙思想% !I 世纪的阶级传播意识等章节较多涉及西方的政治传播思想&

这些文章和著作从传播学% 政治学% 政治哲学交叉结合的角度对古代和近代西方的政治传播思想

进行了挖掘$ 既体现出政治学的视野又呈现了传播学的学科规律$ 是一个可取的政治传播思想研究

路径&

四' 关于我国政治传播体制' 策略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 政府形象传播的研究上$ 这也是近几年国内政治传播研究的一个

新热点$ 涌现了大量的专著和文章& 纵观这些著作和文章$ 大致讨论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 关于国家% 政府形象的内涵& 刘小燕认为$ )政府形象的概念既包含政府的本体状态和客观

实在$ 又包含社会公众对政府的认知和评价&*

'!!(也就是说$ 在她的眼中政府形象是政府本身的客观实

在和人们的主观认知之间的统一& 而段鹏则认为. 国家形象的概念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不仅包含国家

实体形象和公众的认知形象$ 还包括国家虚拟形象$ )所谓国家虚拟形象是即通常意义上的媒体国家形

象$ 是指 3国际性媒体通过新闻报道和言论 ,也即信息流动- 所塑造的某国国家形象$ 也就是说$ 是

关于某国的媒体国家形象$ 是国际舆论对某国的总体评价或总体印象&1*

'!%(刘继南将国家形象界定为

)在物质本源基础之上$ 人们经由各种媒介$ 对某国家产生的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的总体感知&*

'!E(,H-尽

管也有其他人提出关于国家形象的不同定义$ 比如杨伟芬提出的 )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

对稳定的总体评价*

'!$(

$ 与此类似的还有李寿源和汤光鸿$ 但是他们的定义基本上都没有超越段鹏% 刘

继南等提出的定义范畴& 因此$ 从目前学界对国家形象的认识来看$ 对国家形象的内涵基本上已经形

成了统一的认识&

其二$ 对我国国家% 政府传播现状的认识和考察& 张昆在他的论著 "国家形象传播# 中站在传者

本位的立场$ 从探讨对外宣传和传播的规律出发$ 对我国的国家形象传播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 总结

了我国建国以来对外宣传的得与失$ 指出我国传媒系统和政治语境的高度一致% 对外报道中浓厚的

)宣传味* 和缺乏针对性以及宣传报道方法的 )内外无别*$ 是我国国家形象塑造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孙有中在分析比较了 "纽约时报# 和 "泰晤士报# !IIE F%&&% 十年间有关中国的报道之后指出$ 在这

些媒体上呈现的是 )一幅变化% 混乱% 危机四伏% 令人忧虑的中国形象*&

'!H(刘继南在她的 "中国形象

!!!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 一书中以国际传播为背景通过具体案例分析$ 对世界主流

印刷媒体% 世界主流广播电视媒体% 世界主流影视上的中国形象以及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

系统的描述$ 认为我国的国家形象在西方主流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不同的国家对中国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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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的认识尽管不同$ 但是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评价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段鹏则进一步指出$ 造成

我国国家形象存在问题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 )对外传播力不足*+ 二是 )境外媒体的误读&*

'!G(

其三$ 关于政府传播模型的构建& 刘小燕认为$ 政府形象传播可以表现为三种形态. 政府行为% 对

政府行为的解释% 政府行为和对政府行为的解释同时并举& 在此基础上建构了政府传播的基本模型.

)政府行为 i对政府行为的解释 ,通过沟通互动- d政府形象传播&*

'!"(

其四$ 关于如何构建我国的国家% 政府形象问题& 刘小燕和高波都认为$ 政府是政府形象传播的主

体& 高波指出$ )政府是媒介化社会的超级传播者*$ )政府传播具有构建社会核心信息体系的资源优

势% 合法性地位和公共价值诉求*&

'!'(当然$ 笔者认为政府是政治传播的当然主体$ 但是却不是唯一的

主体$ 因为在现代民主社会$ 政府形象传播的主体是多元的$ 政府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府形象的传播

者$ 除此以外$ 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和网络社会下的个人也都可能成为政府形象的直接传播者$ 大量的

企业也会成为政府形象的潜在传播主体$ 而且伴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 这些并不占据主导地位的传播

者的作用在逐步增强& 程曼丽认为$ )国际传播主体大致可分为四类. 政府% 企业% 社会组织和个

人*$

'!I(这样的分类对于今天的政治传播来说也是适用的&

刘小燕提出了政府传播的三种塑造方法 )自塑*% )他塑*% )合塑*& 当然也有人试图从多个方面

提出我国国家形象传播的构建策略& 比如张昆认为国家发展是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的基础+ 在传播良

好的国家形象的过程中树立全球传播观念和建设高信度% 高质量的对外传播体系也是很重要的方面+

)对外传播媒体必须坚持客观性原则% 平衡性原则% 适度性原则% 主动性原则*

'%&(等& 段鹏则从他提出

的我国国家形象存在的两方面问题出发$ 提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改善我国的国家形象& 为此提

出从宏观的总体战略% 资金战略% 规模战略% 信息战略% 人才战略入手和从微观的全球本土化战略%

时效战略% 传播艺术与技巧战略% 危机战略% 政府与官员形象战略等入手来解决传播力不足的问题$

从正确对待负面报道% 积极开展政治游说和国际公关% 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 整体运作媒介

事件% 推进全方位媒体公关% 加强信息公开来应对境外媒体的误读& 刘继南教授开出的药方与此大体

类似$ )国际营销% 形象广告和产品广告$ 跨文化交流% 媒体沟通$ 政府公关*

'!E(,%"I-是塑造我国国家形

象的三种方法&

纵观上述研究$ 笔者认为将国家和政府形象传播的研究放置于整个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总体之中$

不难发现这方面的成果最为突出$ 论述较成体系$ 提出的对策对决策者来说也较具有实际的借鉴意义&

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这样几点缺陷.

第一$ 这方面的研究有意无意回避或者忽视了一个问题. 中国国家形象如何才能跳出时好时坏$ 走

出 )危机事故发生!!!隐瞒真相% 影响政府形象!!!吸取教训% 公开信息!!!危机再发% 恰当处理% 政

府形象好转!!!危机又发% 隐瞒真相% 政府形象再破坏的历史周期/*

'%!(大部分研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对于隐藏在我国国家形象传播时好时坏现象背后的深层体制问题缺乏探讨+ 对重大突发事件% 媒体与

国家形象传播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缺乏关照&

第二$ 在这些文章和著作中都把政府和国家当作国家和政府形象传播的当然主体$ 对国家和政府

作为传播的主体目标% 结构% 功能较多着墨$ 有的研究甚至还将之窄化为以政府为主导的对外传播研

究或者对外宣传研究$ 这样的研究其实没有反映国家政府传播的全局& 网络社会崛起后$ 人类进入了

新媒体时代$ 政府已经不是唯一的政治传播主体$ 企业% 社会组织% 甚至个人都可以而且应当成为政

治传播的主体$ 而且他们的作用在新媒体社会中将越来越大& 对于这些传播主体在政治传播% 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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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形象传播中所起的特点% 地位与作用缺乏关照&

第三$ 原本应该注重学理探讨的国家形象问题往往自觉不自觉的都落脚到对策研究上$ 使这一研

究带上严重的功利主义的工具性特点& 且不说这些研究成果决策者是否会采用$ 仅就提出的对策而言$

也难免陷入大而无当的宏大叙事套路中&

五' 关于政治传播学科的研究

在 %& 世纪 I& 年代国内就有人对政治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进行过研究& 具体表现是邵培仁主编的

"政治传播学# 一书的出版& 他建构了一个虽然粗略但是较为完整的政治传播学框架$ 对政治传播学作

为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 研究领域和研究任务进行了描述$ 从政治传播的性质% 原则% 追求% 职能%

类型% 政治传播者% 政治受传者% 政治传播的信息% 渠道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 李元书教授从政治

传播学产生的时间% 政治传播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理论基础% 政治传播学的发展等方面对西方的政治

传播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 但是在谈到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的时候李教授谈得非常粗略$ 只涉及

了我国台湾地区的祝基滢的 "政治传播学# 和彭芸的 "政治传播. 理论与实务# 等著作$ 至于具体内

容一概没有& 周红铎教授的 "政治传播学概论# 既有对政治传播的宏观论述$ 如对政治与政治传播%

国际政治传播% 政治传播模式的发展等都有专章的论述$ 也有微观层面的探讨$ 如对政治信息的采集%

编排传播等也详加解释$ 但是纵观整本著作很难找出一条清晰的线索来串联各个部分& 荆学民% 施惠

玲则从宏观的层面对政治传播研究进行了现象学的批判$ 对涉及政治传播研究的五个问题进行了辨析$

他们认为 )要从政治学与传播学的 3视界融合1 的高度来界定和把握政治传播范畴+ 政治传播共同的

研究对象和领域没有形成$ 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没有建立$ 也没有自己特有的方法和方法论+ 要正确

理解政治社会化与政治传播的关系+ 00 3富媒体$ 穷民主1 现象是政治传播理论研究中 3政治1 与

3媒体1 本末倒置的恶果+ 构建中国气派的政治传播理论$ 需要中国气派与全球视野的内在一致$ 西方

化与本土化的有机融合$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良性互动$ 3引进来1 与 3走出去1 的适度张力&*

'!(

笔者认为上述现象学的批判对于我们厘清目前政治传播所存在的问题是大有裨益的$ 这也为我们以后

构建一个既有相对明确的学科界限又较为完善的政治传播学的学科框架奠定了基础&

总之$ 应该承认我国的政治传播学研究还谈不上成熟$ 也没有完整的框架$ 只是在政治传播研究的

某些点上$ 诸如舆论研究% 国家形象传播研究% 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研究% 国际政治传播等方面取

得了一些成果& 我国政治传播之所以呈现出这种研究现状$ 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 我们没有西方那

种大规模的选举传统$ 这给我们的传播研究带来不同于西方的话题与内容+ 其二$ 我们的传播研究在

触及深层问题的时候往往受到 )政治正确的限制*$ )传统经典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上的无上权威

00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艰难对话*

'%%(也是制约我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原因+ 其三$ 研究者本身的研究

逻辑也是重要的原因& 我们往往想将自己打扮成为决策者提供药箱和药方的郎中$ 这样难免使得学理

的探讨变成急功近利的策略研究$ 陷入大而无当的泥淖不能自拔&

那我们的政治传播何以可能/ 尽管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会遇到如上所述的诸多困难$ 但这并不表

明我们在政治传播的研究中无所作为$ 纵观西方的大众传播理论$ 经历了 )枪弹论* !!! )有限效果

论* !!! )适度效果论* !!! )宏观效果* 的研究过程$ 到 )沉默的螺旋* 理论和 )议程设置* 理论

后再无经典的理论出现$ 其实这也从一个层面说明传播学在经过一定阶段的狂飙突进之后$ 在西方的

发展和创新也进入了困难的阶段& 笔者认为$ 第一$ 我们要抛弃盲目的 )传播学本土化* 思维$ 回归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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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成为独立学科时的学科基础$ 注重它的交叉性% 跨学科特征$ 依然有政治传播的可为之处$ 荆

学民等人所强调的 )政治与传播的视界融合* 正是此意& 第二$ 传播学的欧洲批判传统也给我们以营

养$ 当我们遭遇 )政治正确* 的羁绊时$ 不妨汲取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来进行学理的探讨& 从我

们上面的综述也可看出$ 我国有关政治传播的研究大多以美国的政治传播研究为蓝本$ 对欧洲批判学

派的理论借鉴较少& 第三$ 端正研究者的研究逻辑$ 摆脱拿西方理论硬套中国现实的做法$ 丢掉为决

策者开药方的急功近利的研究态度$ 直面特殊而又冷峻的中国新闻传播现实$ 注重价值和学理的探讨&

做到这几点$ 相信我国的政治传播仍然会有所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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