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２０ 卷　 第 ５ 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浙 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 ２０　 Ｎｏ ５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３

　 　 编者按： 媒介理论研究指关于媒介自身效果的理论和人们对于媒介的认识， 主要探析媒介在

心理、 社会和文化上对社会的影响。 媒介的发展史是人类发展史的缩影， 不论昨昔麦克卢汉 “媒

介即讯息” 的惊世之语， 还是今日 “渠道为王” 的竞争理念， 媒介作为平台构建了包含传者、 受

者、 信息、 符号的传媒产业群， 掌控了传播生态， 也使得媒介理论研究在纵深性和宽广度方面具

有无限的空间， 因此在传播学日益成为中国显学的过程中， 媒介理论研究也成为了中国传播学研

究的焦点之一。 在中国政治、 经济、 文化和传播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中国传播学者敏锐地把

握了媒介理论这个焦点，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默默耕耘， 以至于今天学界不经意间回望之时， 中

国媒介理论研究成果如此令人惊喜！ 目前， 中国媒介理论研究经历酝酿期、 成长期， 已进入成熟

期。 中国媒介理论研究丰富多彩， 视角多样， 精彩纷呈， 既深根于本土， 又引领于国际， 成为中

国传播学之树上的硕果， 或将成为世界传播学皇冠上的明珠。

中国媒介理论研究的总结与展望
张健康

摘　 要： 基于中国知网， 将中国媒介理论研究分为酝酿期、 成长期、 成熟期三个阶段进行中国媒介理

论研究的总结和展望， 归纳各个期间的媒介理论研究的焦点、 亮点并进行述评， 试图探析中国媒介理论研

究发展的脉络， 为中国媒介理论研究发展提供些微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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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 究 概 述

媒介理论研究主要指关于媒介自身效果的理论和人们对于媒介的认识， 主要探析媒介在心理、 社

会和文化上对社会影响的研究。 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传播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中国媒介理论研

究丰富多彩， 视角多样， 精彩纷呈。
本文借助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 （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这一全球领先的数字出版平台，

进行中国媒介理论研究的总结和展望。 中国知网是以实现全社会知识资源传播共享与增值利用为目标

的信息化建设项目， 是中国知识资源高效共享提供最丰富的知识信息资源和最有效的知识传播与数字

化学习平台。 因此， 借助于中国知网的全面权威的成果汇集， 本文试图通过探析和发现中国媒介理论

研究发展的脉络， 并进一步预测中国媒介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 以求给读者提供中国媒介理论研究发

展的些微启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作为总结回顾性文章， 本文仅是对中国传播学者富有创建性的中

国媒介研究的思想的概括、 综述、 评价， 并由于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较为单一， 以及中国媒介理论研

究成果数量异常庞大， 必然会造成本研究的不足。
基于对中国知网的数据分析， 我们将中国媒介理论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酝酿期 （１９８８—２００１ 年）、

成长期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 年）、 成熟期 （２００９—今）。 酝酿期是中国媒介理论研究的发端期， 是一个涓涓细

流、 缓慢发展的阶段； 成长期是中国媒介理论研究的加速发展， 从舒缓到高亢， 万股细流汇成澎湃江

河的阶段； 成熟期是中国媒介理论研究的厚积薄发、 升华腾飞的阶段。 目前， 中国媒介理论研究已经

经过了酝酿期、 成长期， 正式进入了成熟期的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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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媒介理论研究的酝酿期 （１９８８—２００１ 年）
中国媒介理论研究的发端可以从 １９８８ 年纪元， 典型事件是戴元光、 邵培仁、 龚炜在兰州大学出版

社出版 《传播学原理与应用》， 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本传播学著作。 该著作第一次以专门的章节进行媒介

分析。 这一阶段的中国媒介理论研究偏向宏观性研究， 表现在受到系统论、 信息论、 控制论 “三论”
的启发。 “三论” 本身与通讯传播有着内在的联系； 而为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 媒介系统需要与进行信

息的选择和传播的控制， 这促使了媒介信息论、 媒介控制论、 媒介系统论的研究。 这个阶段属于中国

媒介理论的酝酿期。 虽然属于中国媒介理论研究的发端时期， 但却如火山喷发前的地壳熔岩， 炽烈喷

薄， 该时期的成果为中国媒介理论研究的后继发展奠定了基础， 提供了无限动力。 这个阶段的研究关

键词是中国媒介理论研究的核心概念， 延续至今， 引起诸多学者的讨论和热议， 促进了中国媒介经营

管理的发展、 媒介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良性互动发展。
利用中国知网， 在 １９８８—２００１ 年的时间跨度内， 对 “新闻传播” ＋下列表格中的关键词进行 “全

文＋模糊” 的高级检索。 具体检索结果如下：

表 １

排序 检索关键词 找到研究成果的数量

１ 媒介信息 ２５２９３

２ 媒介系统 １６９６７

３ 媒介控制 １１４９０

　 　 以 “媒介信息” 为例该设置检索结果为论文中包括 “新闻传播”、 “新闻”、 “传播” 中任何两个关键

词， 并包括 “媒介信息”、 “媒介”、 “信息” 中任何两个关键词的所有符合时间要求的论文。 以上数据数

量， 应该说总体反映了这段时间媒介相关研究的情况。 这一检索设置可能会造成相关研究成果不是十分全

面， 也可能会与其他主题重复， 但至少可在巨量的研究成果中窥豹之一侧， 达到以木见林的目的。

图 １

“媒介信息” 成为了这一阶段媒介理论研究的最核心的词汇， 是因为即便我们认可 “媒介就是讯

息”， 但是 “内容为王” 还是与之相辅相成的， 是社会对传播内容的关注投影在媒介身上的结果。
（一） 媒介信息理论研究

从 ＣＮＫＩ 数据库检索发现， “媒介信息” 更像一个偏正词组， 也就是说这一部分的研究更多侧重在

媒介中的相关信息的研究。 媒介信息理论研究的焦点包括媒介文化、 互联网信息的可信度、 媒介信息

素养、 媒介信息资源配置、 信息媒介等。 这块研究数量巨大， 但是相对经验性研究多些， 并没有深入

的理论探讨， 这也符合中国媒介理论研究的培育阶段的特征。
举两个例子， 反映媒介信息理论研究的特点： 一是侧重基于传统媒介特征的信息研究。 研究者指出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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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加强对电视媒介自身的特质把握， 充分利用电视媒介传递有效信息推进传播效果提升。［１］ 二是侧重

对新媒体社会影响的信息的研究。 研究者认为： 随着网络化传播的逐步普及， 信息时代无与伦比的传

播能力对人类现有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媒介对于现代社会的政治、 经济、 教育、 人的

思维方式以及生存状态产生了深刻的变革意义的影响。［２］

这个阶段， 出于中国传播学学者群体对媒介研究的兴奋， 媒介信息理论研究的著作出版出现了一

个小高峰， 包括 《政治传播学》 （邵培仁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 《教育传播学》 （邵培仁主

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 《传播学导论》 （邵培仁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 《华夏传播

论》 （孙旭培主编，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 《知识传播学》 （倪延年主编，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等陆续出版， 推进了媒介信息理论研究的深化。

（二） 媒介系统理论研究

用系统的眼光来看待媒介的生存、 发展是媒介经营管理的提升， 也是媒介理论研究的深化。 张咏华

于 １９９７ 年在 《新闻大学》 发表了 《一种独辟蹊径的大众传播效果理论———媒介系统依赖论述评》， 介

绍媒介系统依赖理论认为媒介是 “受众－媒介－社会” 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由此可以看出， 媒介系统

不仅仅有自身内部的小系统， 而且包括媒介赖以生存的社会大系统， 牵涉媒介生存的各个方面。 正因

为有这样的宽广视角， 媒介系统理论研究可以很好地观照到中国媒介集团推进进程中对媒介集团发展

的系统性思维和经营理念的研究。
有机整体就是有机系统。 媒介整体论是媒介系统理论研究的一个发达分支，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邵培仁教授提出的整体互动模式。 整体互动模式最早见于 １９９１ 年邵培仁教授在 《新闻学》 第 ４ 期发

表的 《关于传播模式的思考与构想》， 获得学术界瞩目。 随后， 杜骏飞以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略

论邵培仁同志的传播学研究实绩》、 肖容以 《整体互动论： 独树一帜的传播模式———略论邵培仁的传播

学研究》 高度评价该模式的启示性、 创新性、 科学性， 这两篇论文分别被人大复印资料 《新闻学》
１９９２ 年第 ３ 期、 第 ４ 期收录。 １９９５ 年， 邵培仁教授在 《新闻广场》 发表了 《整体的大象： 新闻传播社

会学的立体透视》， 进一步对其整体互动论进行了详细阐述和补充完善， 标志着该模式的成熟。 在注重

模式构建的传播学科里面， 模式是传播学者的军功章。 邵培仁教授的整体互动模式是中国媒介理论研

究酝酿期的杰出成果之一， 对中国后继的媒介理论研究， 特别是为媒介系统论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 媒介控制理论研究

媒介控制理论研究的特色是中国学者对西方媒介理论的批判以及较多地对外国理论的引介。 这个

阶段国内新闻学界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媒介民主的虚伪性和媒介控制的本质进行重点揭示和批判， 认为

西方新闻媒介领域内部的兼并、 垄断， 使新闻媒介失去了独立的地位、 公正的价值观。［３］ 在发达工业社

会中， 大众媒介已成为意识形态 ， 成为维护国家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 通过传播上的操纵和欺骗， 大

众媒介不仅极为有效地清除了社会文化的否定性， 最终造就单向度的人和社会。［４］ 西方媒介已经成了资

本主义的 “世俗传教士”， 他们采用语言的夸张、 滥用和曲解进行 “思想控制” 和 “制造共识”， 服务

资本主义统治阶级。 这段时间， 大量媒介理论引入中国， 如 《预警·审判·挽歌： 评布热津斯基的媒

介失控论》 （邵培仁， 《国际新闻界》 １９９６ 年第 ５ 期） 等理论的介绍给人对资本主义媒介控制全新的启

迪； 同时， 这些理论也成为国内传播学者深刻批判传播现象的工具。 陈力丹从沉默螺旋理论出发， 认

为媒介塑造的媒介环境控制着舆论； 人们依赖媒介感知现实社会， 使之无形中受到媒介的控制。［５］

这个阶段的媒介理论研究， 相对局限于传播要素的研究， 视界较为狭窄。 考察中国媒介理论的研究

成果， 发现这里的 “媒介” 研究主要针对的是作为传播技术的媒介的特点分类、 媒介的社会文化经济

方面的影响力等； 但也有不少成果将 “媒介” 指代组织层面的传播者， 这使媒介理论研究由传播技术

的内核覆盖到了传播群体的内核， 并部分包容了传播内容、 受众、 传播效果等要素的研究。 由此可见，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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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介理论研究具有相对广义的内涵。 酝酿期的中国媒介理论研究成果虽以论文为主， 但也有专著

出版。 这些专著是中国早期的 “武陵渔父” 们在发现传播学 “桃花源” 后 “欲穷其林” 的探索之作，
对中国媒介理论研究无疑具有启蒙意义。 但酝酿期中国媒介理论研究的不足也较为明显， 不少的传播

业界作者的文章属于经验性总结论文， 不太讲究研究假设、 研究方法、 演绎推理、 数据论证等， 得出

结论的信度、 效度都较为欠缺， 结论深刻性、 启发性有待加强。

三、 中国媒介理论研究的成长期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２ 年，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邵培仁的专著 《传播学》， 标志着中国媒介理论研究进入了全新的第

二阶段———成长期。 邵培仁教授在 《传播学》 中不仅以专门章节进行媒介环境分析， 也深入介绍了媒

介恐慌理论、 媒介崇拜理论、 媒介公平理论等理论， 形成了通过把媒介研究与日益丰富的社会科学研

究成果嫁接的发展取向。 这其中构建出来的张力， 极富创造力地把中国媒介理论研究从春意盎然的酝

酿期推进到了骄阳似火的成长期， 形成了中国媒介理论研究的媒介生态、 媒介地理、 媒介集群、 媒介

公平、 媒介身份、 媒介恐慌、 媒介时空、 媒介崇拜、 媒介人种、 媒介弱智等领域； 其中最显著的成果

就是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２１ 世纪媒介理论研究丛书” 陆续出版。
借助中国知网， 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 年的时间跨度内， 对 “新闻传播” ＋下列表格中的关键词进行 “全

文＋模糊” 的高级检索。 检索结果如下：

表 ２

排序 检索关键词 找到研究成果的数量

１ 媒介身份 ３５４７０

２ 媒介公平 ２４５８４

３ 媒介生态 ２４２６９

４ 媒介时空 ２３０２８

５ 媒介地理 ２２３３３

６ 媒介崇拜 ９５７５

７ 媒介恐怖 ９３８０

８ 媒介集群 ３８３９

９ 媒介人种 ２２２４

１０ 媒介弱智 ７２５

　 　 以 “媒介身份” 为例， 以上设置检索结果为论文中包括 “新闻传播”、 “新闻”、 “传播” 中任何两

个关键词， 并包括 “媒介身份”、 “媒介”、 “身份” 中任何两个关键词的所有符合时间要求的论文。

图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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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数量来看， 以上 １０ 个关键词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媒介理论研究最为热门的主题词， 其中 “媒
介身份”、 “媒介公平”、 “媒介生态” 是最重要的三个关键词。 在人文社会科学大发展的背景下， “媒
介身份” 是最为热门的媒介理论研究主题词， 原因或是在中国特有政治经济环境改革不断深化背景下，
媒介作为党的执政资源的再认识和 “我是谁” 的再思考。 社会越发展， 公平理念越深入人心， 因此大

众传播促进社会公平的信念和使命使得研究者对 “媒介公平” 理论的高度关注。 新传播技术的快速发

展， 媒介市场化的不断发展带来的媒介生态的巨变， 促进了媒介生态理论的发展。
（一） 媒介身份理论研究

邵培仁教授指出： 媒介身份研究既可以融合传统方法， 又有自己的视野、 标杆和特点， 具有成为一

种有效媒介研究方法的可能性、 正当性和科学性。［６］ 身份既是漂移、 多维的， 又是统一和整体的； 既是

给定的， 又是被设计和建构的， 并且同政治、 经济和文化密切联系。 媒介身份理论以功能角色理论、
拟剧理论、 控制分析和整体互动理论为支撑， 具有进行整体互动、 多维多层、 系统全面的研究优势和

兼容并包、 消解差异的特点。① 媒介身份理论是建立在全景全息视野、 规范背景与自组织原则、 复杂性

思维和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的基础上， 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当代媒介理解和分析的时空动态架构，［７］

试图面对当代社会的种种变化， 把媒介作为具有集体自我意识和反思性的行动者， 考察媒介身份形成

和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因而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很好的发展前景。
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化趋势的凸显， 媒体的原有身份被解构和淡化， 新身份要求得到表达和

尊重。 许多媒体在种种角色的矛盾和冲突中尝试着寻找平衡点， 希冀在中国现代化快速发展进程中找到自

己的身份。［８］因此， 媒介身份理论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 媒体的当下使命及社会责任、 媒体身份危机、 媒

介身份重建等。 邱戈是中国媒介身份论的主要学者之一， 其代表性成果包括 《媒介身份论： 中国媒介的身

份危机与重建》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媒介身份研究的基本理论架构 》 （ 《浙江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 《论媒介身份研究的可能性与科学性》 （ 《现代传播》 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 《媒介身份论———中国媒介的身份危机与重建》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等。

（二） 媒介公平理论研究

媒介公平论是试图改变全球信息传播不平衡、 不公平状态的传播改革理论。 在信息资源已经成为

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核心战略资源的大背景下， 通过为发展中国家和有特殊需要的地区、 群体

和个人提供物质手段和信息产品来保护与促进其公平获取、 享用信息的权利， 以缩小 “数字鸿沟”， 从

而建成包括所有人在内的真正意义上的媒介公平和信息均衡的和谐社会已成当务之急。
邵培仁教授在其 《传播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中提到了 “信息公平论”， 随后他发表了

《信息公平论： 追求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 （邵培仁，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 一文，
指出： 要践行和实现真正的信息公平， 则必须坚持信息自由原则、 信息平等原则和信息共享原则， 同

时要积极寻求主体能力保障、 制度政策保障和伦理道义保障。
媒介公平理论较多研究针对数字鸿沟、 知识鸿沟开展讨论。 数字鸿沟牵扯到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

信息资源多寡和资金、 文化、 就业、 生活质量等问题， 涉及到国家或地区科技参与能力的强弱、 经济

的增长方式等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数字鸿沟出现的原因包括国际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和不合理， 一个

国家内的不同阶层或不同地区间存在的经济水平之间的差异性， 以及公众在传播技能、 已有知识储存

量、 社交范围、 信息的选择等社会因素方面的差异。 在跨越数字鸿沟问题上， 中国应该树立正确的观

念， 加强政策的落实， 理性地消除数字鸿沟； 应大力借鉴国际通行的政策， 参考他国成功举措， 走有

中国特色的信息化之路； 应积极响应和参与国际组织为缩小和消除数字鸿沟方面的工作， 并为建立国

际信息新秩序而努力。［９］

与媒介公平论相关的重要文献还包括： 《知识共享机制研究》 （罗志勇，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以
信息公平促进经济社会公平》 （朱高峰， 《人民邮电报》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９ 日）、 《信息公平》 （蒋永福、 刘

６

① 邵培仁， 邱戈， 《 “我是谁”： 论当前中国媒介的身份危机》， 中国媒介转型与趋势国际会议，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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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 《图书与情报》 ２００５ 年第 ６ 期） 等。
（三） 媒介生态理论研究

媒介生态是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媒介各构成要素之间、 媒介之间、 媒介与其外部环境之间关联互

动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状态。 随着技术的发展， 媒体的形态发生改变， 媒体已演化成为一种

独特的文化形态， 成为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重要内容。 生态媒体文化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传

播生态信息、 进行生态教育和教化、 引导生态化的社会消费行为、 促使人们生态价值观更新等功能。
就媒体自身而言， 它的运营也存在生态化的问题， 包括媒体管理的生态化、 媒体产业的生态化和媒体

技术的生态化。［１０］

从现有的文献中， 我们可以发现尹鸿教授最早提出 “媒介生态” ［１１］ 一词， 而邵培仁教授最早对

“媒介生态” 进行系统论述， 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 整体观、 互动观、 平衡观、 循

环观、 资源观［１２］ 。 随后， 有研究者以 “竞争与合作、 融合与创断、 共生与互补” 为内涵对媒介发展的

生态规律进行深入探究。 随着研究的深入， 学者们的媒介生态研究触角逐渐延伸， 从媒介生态看政治

生态、 中华媒介生态文化史、 媒介生态位、 媒介生态和谐原则、 媒介科学发展等。
《中国传媒报告》 是 “媒介生态” 研究的重要杂志， 其分别在 ２００３ 年第四期、 第五期连续开辟

“媒介生态研究” 专栏， 发表一系列国内外学者在媒介生态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 其中包括 《媒介生态

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 《刘易斯·芒福德与科技生态学》 等。 这批论文的发表， 推动了我国媒介

生态理论研究的深入。
值得一提的是， ２００４ 年以来我国媒介生态研究专著的枝繁叶茂。 一本是华夏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出版的

由邵志择翻译的美国人戴维·阿什德著的 《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 该书立足于信息技术和

传播对社会活动的渗透与控制， 关注信息技术和传播对受众的影响。 另外一本是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出版的由支庭荣著的 《大众传播生态学》， 该书将大众传播生态学界定为基于生态学的大众传播学，
主要研究大众传播活动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张国良的 《社会转型与媒介生态实证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 观察我国最近 ２０ 多年来社会转型与媒介生态的变化。 廖少炫

的 《媒介生态环境的实地调查》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电视台为

研究对象， 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如何借助中国传媒市场的新形势积极采取措施来改善城市电视台的媒介

生存状况， 实现城市电视台的健康发展。 邵培仁等著的 《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一书是我国媒介生态研究的一颗闪亮明珠， 该书不仅全面、 系统、 深

入地论述了我国的媒介生态思想， 而且建立了科学完整的媒介生态学体系。［１３］

从我国的媒介生态理论研究回顾发现， 目前国内关于媒介生态的研究主题， 或是直接将生态学理

论应用于媒介问题的研究； 或是从不同角度研究媒介生态的个案或宏观研究； 或是以媒介生态为研究

视角和研究框架， 探讨各种媒介问题。 可以看出， 我国的媒介生态研究更多地侧重在媒介内源性生态

的研究上， 重点讨论的是媒介业务、 媒介经营管理。 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 偏向微观层次的研究， 与

以人类为中心的、 偏向宏观层次的西方媒介生态研究， 有着显著的差异。 这说明： 一是我国的媒介生

态研究借用了 “媒介生态” 的概念之壳， 装入了中国化的理论之核； 二是侧重媒介业务、 媒介经营管

理的研究也是与当前中国急速发展的媒介集团化的背景分不开的。
（四） 媒介时空理论研究

不同的社会培养不同的时间观念。 人类的时间观念在经历了自然时间、 钟表时间两个阶段后， 正在

向新型的以瞬间性、 零散化与无序性为特征的 “媒介时间” 过渡。 这种新型时间观念将对社会发展与

人类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１４］新媒介正在重塑时空结构， 一方面帮助受众形成把握世界的感觉框架， 另

一方面， 媒介正在 “以时间消灭空间”， 令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传统概念产生内爆。 新媒介带来空间感

觉的变化， 建构私人空间、 便利公共空间与私密空间的自由切换， 营造虚拟社区。［１５］

媒介时空论者推举电子媒介对时间的重构， 如 “媒介使用时间”、 “广电媒体对日常生活时间之建

构”、 “新闻报道与时间概念”、 “媒介偏倚”、 “传播学之时空理论” 等概念， 从历史角度研究时间观念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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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变迁， 重视电子媒介对新时间观念之塑形， 大大增加了媒介时空研究的理论性与自主性。 李蓉认为，
媒介化时间的涌现与时间化媒介的膨胀， 构成了后工业时代媒介与时间的复杂关系。 媒介化时间带给

人们以便利， 也带来了新的遮蔽与异化。 对这一挑战的应答方式之一是进行有效的媒介素养与认知教

育。［１６］媒介时间观念的形成， 使得媒介本身成为一种仪式， 不仅强化了媒介作为 “社会中心” 的神话，
同时也改写了当代人对于媒介、 自我、 群体与社会的认知与感受。［１７］

这个阶段， 媒介时空理论研究的代表性作品还包括： 《 “用时间消灭空间”： 电子媒介时代的速度文

化》 （梅琼林、 袁光锋， 《现代传播》， 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 《 “公众空间” 的特征及其在三种媒介形态上的

比较》 （吴旭， 《国际新闻界》， ２００８ 年第 ９ 期）、 《城市空间、 视觉媒介与女性形象———中国当代影视

女星青春形象的历史渐变》 （路文彬， 《文艺争鸣》， 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 《自媒介与公共空间的再转型》
（殷俊， 《国际新闻界》， ２００８ 年第 ９ 期） 等。

（五） 媒介地理理论研究

城市中的媒介与地理互动关系是媒介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媒介地理理论研究人类同媒介、
地理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 关注地理因素对媒介形态的影响以及媒介对地理样本的建构。 从媒介

地理学的学科渊源来看， 它发端于文化地理学； 在研究方法上， 举凡实证研究、 批判研究、 质化研究

与量化研究等是媒介地理学常用的研究范式。
媒介地理论者认为： 密集的媒介城市带形成媒介的地理集群和能量积聚， 媒介在地理上的集群具有磁

吸、 整合、 优化、 发散等功能。［１８］方玲玲博士将媒介地理学作为一种观察的视角去审视城市景观， 媒介是

反映城市的镜子， 也是城市的组成部分。① 一方面， 媒介对于地理要素的新闻报道和信息发布的数量多少

与该地理要素内在的某些城市功能密切相关； 城市媒介在地理要素的信息传播、 形象展示、 历史记录以及

唤起集体记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１９］ 另一方面， 通过呈现、 浓缩、 凝视、 影响、 突破、 创造等方式，
媒介空间参与奇观地理的塑造，［２０］媒介与地理之间有着内在的一体性， 我们所有的地理观念， 更多的是媒

介帮助我们建构起来一个 “虚拟环境”。 我们对地理乃至对民族国家的判断和认识， 从来都是依赖媒介

（文学的、 新闻的、 图像的等等） 的描述。 媒介帮助我们建构起来一个 “虚拟的实体” 和 “想象的共同

体”； 大众媒介作为这种 “想象” 的中介， 它提供了一种共同阅读的 “仪式”。［２１］

代表性的论文还包括： 被人大复印资料 《新闻与传播》 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全文复印的 《论媒介地理学

的发展历程与学科建构》 （邵培仁、 潘祥辉，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 以及 《媒介地理

学： 行走和耕耘在媒介与地理之间》 （邵培仁， 《中国传媒报告》 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 《论媒介地理学的正

当性、 科学性和学术坚守》 （邵培仁，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 《论中国媒介的地理群集

与能量积聚》 （邵培仁， 《新闻大学》 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 等。 作为最新研究视野， 媒介地理研究还涉及公

路电影的地理再现、 城市带媒介发展的对策与路径、 城市带的媒介改革与发展、 当代中国不同区域的

电视文化、 广告业地理景象、 韩剧热播、 电脑与网络、 中国戏曲地理景象、 地理环境因素与媒介的相

互作用等的研究。
（六） 媒介崇拜理论研究

在现代性视野下， 现代人已无法自拔于对媒介的盲目崇拜。 传播学者层层剥离出话语崇拜、 符号崇

拜、 收视崇拜， 分析消费崇拜、 偶像崇拜、 镜头崇拜的媒介崇拜等主要形式和类型； 借助于批判理论

和视角， 揭示现代 “媒介崇拜” 的实质。
媒介崇拜理论研究者指出： 大众传媒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显著， 除了满足我们日常的信息

需求之外， 大众传媒也提供给了我们大量的人物形象。 受众将大众传媒中的人物当作真实人物做出情

感和认知的反应， 即准社会交往 （ ｐａｒａ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２２］ 樊葵博士是媒介崇拜理论研究的重要学者，
其于 ２００７ 年在 《当代传播》 发表 《论媒介崇拜》 及其 《媒介崇拜论》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一书中指出： 媒介崇拜是现代人与大众传媒之间需要警惕的异态关系； 要走出媒介崇拜的误区，

８

① 方玲玲· 《媒介之城》， 浙江大学博士论文，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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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提高媒介素养， 掌握理性的、 批判性的媒介使用能力。
媒介崇拜理论的代表性论文还包括 《青年偶像崇拜的媒介批判》 （赵华、 曹青， 《新闻窗》 ２００７ 年

第 ４ 期）、 《大众传媒对大学生 “运动明星崇拜” 的影响 》 （王慧琳 ， 《 中国青年研究 》 ２００６ 年第 ７
期） 等。

（七） 媒介恐怖理论研究

媒介恐慌论源于世界恐怖主义日益膨胀的威胁和媒介世界浓厚的暴力氛围。 媒介理论研究者从建

构媒介恐慌定义入手， 梳理媒介恐慌相关的传播学理论， 借鉴国外的道德恐慌模式， 结合对具体问题

的分析形成了中国大陆媒介恐慌的进程模式。
大众媒介具有放大事件效果的功能， 这一点是恐怖组织所熟知的。 他们所实施的恐怖袭击主要目

的是制造出媒介事件， 然后借助西方媒介的报道引起世界的关注， 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
西方的大众媒介是被利用的工具， 是恐怖主义媒介逻辑的真正执行者。［２３］邵培仁教授认为： 鉴于恐怖主

义和媒介之间经常具有一种相互提供养分的倾向， 媒介要确保不被恐怖组织利用， 就必须以国家安全

和社会稳定为首要考量， 坚守社会责任、 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 自愿遵守面临恐慌或恐怖事件时的报

道原则， 愿意以相互体认、 相互理解的态度与危机处理者合作互动， 以向公众提供全面、 真实、 安全、
平衡的信息。［２４］

这个阶段媒介恐怖理论研究的论文还包括： 《以风险社会的视角看媒介恐慌的三个层次》 （谢婧，
《东南传播》 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 《中国大陆媒介恐慌的形成机制研究》 （罗里顺， 浙江大学硕士论文，
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 《论在新闻把度中消解媒介恐慌》 （邵静， 《新闻实践》 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０ 期） 等等。

（八） 媒介集群理论研究

随着中国媒介市场化的推进， 集群化是中国媒介产业应对外来竞争及内部产业升级， 整合优化资

源， 解决重复浪费、 同质竞争问题， 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增强整个媒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基

本途径。［２５］

为推进中国媒介产业集群的发展， 媒介理论研究者聚焦于揭示媒介产业有明显的集群发展特征，
提出媒介产业发展应该从 “集团” 到 “集群” 跨越的构想和战略性选择； 从媒介融合形态形成的动因

进行分析， 厘清了媒介融合集群产业价值链的概念和内涵， 针对媒介融合集群产业价值链存在的问题

和缺陷， 提出了一系列可行策略。
媒介集群理论研究相关论文包括 《论媒介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 （陈艳彩、 曲红， 《当代传播》

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１ 期）、 《媒介产业集群的生成与优化》 （周云倩， 《视听界》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 《媒介产业集

群发展模式探析》 （陈艳彩， 《新闻爱好者》 ２００８ 年第 ７ 期） 等。
（九） 媒介人种理论研究

袁靖华博士最早回溯了传播人种学研究的发展历史与整体面貌， 梳理了传播人种学的研究框架、
研究对象、 研究特点等； 并结合当下新技术革新时代人类传播活动的不断延展， 讨论了传播人种学在

受众阐释群体、 想象性电子社群、 网络虚拟社群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趋势与理论发展前景。［２６］

西方媒体人类学认同、 性别和国家主体建构、 生产者与受众及在地化研究等研究的焦点也是中国

媒介人种理论研究的重要方向， 而 “本土契合性”、 “直觉的合拍”、 “用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 “在
地化研究”、 “地方性” 等概念， 应是中国媒体人类学研究在具体的研究进程上的一种探寻和思考。［２７］

２００８ 年， 海阔博士出版 《媒介人种论———大众传媒与中国现代性研究》 以多种视角将不同时代的

大众传媒置于特定的语境下， 通过对其主导群体特征的考察， 重新梳理意识形态、 生产系统、 社会结

构等因素与大众传媒的关系， 深化了媒介人种理论的研究。 另外， 相关的研究还有 《活跃的边缘： 国

际传播人种学研究统计分析》 （海阔， 《中国传媒报告》 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 《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的进

路》 （李春霞， 《中国传媒报告》 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 《人种学研究与数字化媒体》 （顾宁， 《中华文化论坛

》 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 《全球化背景下移民传媒的文化建构作用与生存空间： 基于传播人种学的角度 》
（方玲玲， 《中国传媒报告》 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 等。

９



浙 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第 ２０ 卷

（十） 媒介弱智理论研究

媒介弱智论者认为： 结合当前的媒体现状和这个话语具有的洞察力， 把 “媒体弱智” 归结为三个

特征： 媒体缺乏独立品格、 节目的儿童化和幼稚化、 讯息的反智倾向。 研究者从确定的分析界线和社

会化视角出发， 指出媒体对政府和市场具有双重依赖性， 抱有儿童化的受众观， 时代的精神病态是产

生 “媒体弱智” 的主要社会文化成因。［２８］

电视娱乐节目是媒介弱智理论研究者重点批判的对象。 邵培仁、 潘祥辉在 《论中国电视娱乐节目

的困境与出路》 一文中提出： 电视娱乐传播的流行已成为世界性的风潮， 与此同时， 娱乐遮蔽了电视

的文化认知功能、 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 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走进了娱乐至上的怪圈，
对快感的追求替代了对美感的追求。 娱乐节目文化内涵的缺乏以及创新能力的不足使得娱乐传播陷入

困境。 只有从受众的文化趣味层次入手， 对低文化层次趣味与电视庸俗化之间存在的 “庸俗互动” 关

系进行系统分析， 才能有效控制电视庸俗化现象。［２９］

媒介弱智相关研究成果还包括： 《新闻舆论监督庸俗化的表现及解决途径》 （张海明， 《湖州师范学院

学报》 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０ 期）、 《娱乐新闻的庸俗化和对策》 （吕丽， 《视听纵横》 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０ 期）、 《论 “窥视

癖” 的幻觉快感———电视文化庸俗化的心理根源》 （祁林、 黄灿，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 《大众传媒庸俗化本质下的儿童视角》 （郭炳朋， 《青年记者》 ２００８ 年第 ７ 期） 等。
这个阶段的媒介理论研究， 充分吸收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极大地扩大了研究视界。 媒介理论的

研究真正站在了社会文化层面， 并实现了媒介理论研究与社会政治、 经济等深刻变动的互动发展， 因

而在各领域产生了积极的意义和广泛的影响。 这个阶段的特征， 一是在研究取向方面， 积极对接多个

相关学科领域， 构建媒介理论研究的张力， 成果的启发性、 深刻性极大提升； 二是研究成果从论文向

专著发展， 这也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 三是研究方法的加强， 在数据论证基础上得出的结论给

传播行业以及社会各界的理论借鉴参考作用大大提升。 成长期的成果令人瞩目， 硕果辈出， 但其中的

不足或是与其他社会科学嫁接过程中存在 “两张皮” 的现象， 改进的最有效方法抑或是加强不同学科

之间学者的研究合作， 推进合作基础上的双向对冲研究， 即不仅从媒介的角度研究媒介地理， 而且从

地理的角度研究地理媒介； 不仅从媒介的角度研究媒介人种， 而且从地理的角度研究人种媒介， 从而

更有效推进媒介理论研究中真正消化吸收相关学科的精华， 实现水乳交融。

四、 中国媒介理论研究的成熟期 （２００９—今）
之所以把 ２００９ 年起界定为中国媒介理论研究的成熟期， 是因为这一阶段出现了研究队伍、 集大成

者、 代表性著作等。
中国媒介理论研究最聚集的地方是浙江大学。 该校传播研究所是传播学 “浙江学派” 的总部所在。

浙江大学自身汇聚了一批在国内深有影响、 具有很高造诣的传播学者， 如邵培仁、 吴飞、 李岩、 李杰

等等。 浙江大学凭借着自身的影响力和牵引力， 带动着浙江传媒学院、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等高校的理论研究。 与此同时， 浙江大学传播学和新闻学

博士研究生在导师们的影响下， 也纷纷将媒介理论研究作为自己的博士课题研究对象， 在分支领域内

不断创新，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经过多年的发展， 在中国媒介理论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 “浙江学派”
已经初具规模和影响力， 是国内传播学发展中不可小觑的力量。

集大成者当之无愧推邵培仁教授。 正是在邵培仁教授的领导下， “浙江学派” 兴起和发展， 并在中

国媒介理论研究方面硕果累累。 作为领军人物， 邵培仁教授凭借着其澎湃的学术热情、 敏锐的学术洞

察、 开阔的研究视野， 亦是中国媒介理论研究方面的最多产学者。 当然， 邵培仁教授在培养和带领

“浙江学派” 方面的贡献， 更是其对中国传播学研究， 特别是媒介理论研究的最大贡献。
中国媒介理论研究集大成的著作为两本， 一本是 《媒介理论前沿》 （邵培仁，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另一本是 《媒介理论前瞻》 （邵培仁，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这两部姊妹媒介理论研究

专著以媒介理论为聚焦， 以学术前沿为指标， 通过宏大构架、 多维视野和立体思维， 对媒介生态、 媒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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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地理、 媒介身份、 媒介融合、 媒介仪式， 以及媒介安全、 媒介正义、 媒介霸权、 媒介暴力、 媒介建

构、 媒介框架等等 ３７ 种媒介理论和媒介研究进行了全面勾勒和客观介绍， 对其产生的根源、 呈现的样

态、 发展的轨迹、 研究的特点和未来的走向作了全方位、 多层面的分析和研究， 探讨了各种媒介理论

与媒介研究在当下可能面临的新机遇、 新挑战， 以及可能具有的新优势和新功能， 提出了一系列新颖、
精辟的见解和观点。 同时， 《媒介理论前沿》 和 《媒介理论前瞻》 还对全球传媒学界公认的 ８ 种 ＳＳＣＩ
来源期刊进行了量化分析， 意在从另一角度和层面向学人介绍传播学科或媒介理论的演进过程、 生存

现状和发展态势。 这两部著作汇集了 “浙江学派” 媒介理论研究的核心成果， 成为了中国媒介理论研

究的最令人瞩目的成果。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２１ 世纪媒介理论研究丛书》 是中国媒介理论研究最重要的专著集合。

该丛书从 ２００８ 年开始陆续出版，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完成出版， 共 １３ 本， 其中在我们界定的成长期内出

版的为 ６ 本， 在我们界定的成熟期出版的为 ７ 本。 具体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序号 书　 　 名 作　 者 时间 （年）

１ 媒介生态学： 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 邵培仁 ２００８

２ 媒介崇拜论： 现代人与大众媒介的异态关系 樊　 葵 ２００８

３ 媒介身份论： 中国媒介的身份危机与重建 邱　 戈 ２００８

４ 媒介人种论： 传媒、 现代性与民族复兴 海　 阔 ２００８

５ 媒介转型论： 从第五代、 第六代导演看中国当代电影的商业化转型 刘　 阳 ２００８

６ 媒介品牌论： 基于文化与商业契合的核心竞争力培育 陈　 兵 ２００８

７ 媒介融合论： 信息化时代的存续之道 徐　 沁 ２００９

８ 媒介舆论学： 通向和谐社会的舆论传播研究 邵培仁 ２００９

９ 媒介愿景论： 社会转型时期的媒介组织管理 袁靖华 ２００９

１０ 媒介地理学： 媒介作为文化图景的研究 邵培仁 ２０１０

１１ 媒介认同论： 传播科技与社会影像互动研究 刘　 燕 ２０１０

１２ 媒介空间论： 媒介的空间想象力与城市景观 方玲玲 ２０１１

１３ 媒介安全论： 大众传媒与非传统安全研究 何镇飚 ２０１１

　 　 该套丛书学理性、 系统性强， 延续第二阶段的多视角研究， 发展和深化了包括媒介融合论、 媒介

舆论学、 媒介愿景论、 媒介地理学、 媒介认同论、 媒介空间论、 媒介安全论等媒介理论的创新性研究，
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为中国媒介理论研究赶超世界学术前沿提供了指引和典范。 与前面两个阶段

相比较， 以媒介理论专著为主导是中国媒介理论研究成熟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 ２００９ 年算， 中国媒介理论研究的成熟期属于刚刚开始的阶段， 是中国媒介理论研究真正走向成

熟、 走向繁荣的阶段。 经历近 ３０ 年的酝酿、 成长， 培育起来的研究队伍、 领军人物和集大成的著作汇

成了中国媒介理论研究成熟期的标志， 也预示着中国媒介理论研究非常美好的明天。

五、 中国媒介理论研究的展望

展望中国媒介理论研究的发展未来， 首先中国媒介理论研究将更多基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并倍增多

元研究视角。 在全球化背景下媒介快速发展的信息时代， 媒介文化已经是与中国政治、 经济、 文化一

体化紧密相关。 媒介是社会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 脱离社会系统讨论媒介不会有太大的意义。 中国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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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理论研究会越来越紧密地与中国特有的文化、 当下的关注相结合， 与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相伴，
与媒介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相随， 以理论引导实践， 从实践中探索理论， 不断创新， 推进中国媒介理论

研究的不断成熟。
其次， 数字媒介发展将促进中国媒介理论研究的变革性繁荣。 在当下传播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 媒介

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结构， 促进了人们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迁。 正是在这样一个 “媒介即讯息” 的时

代， 中国媒介理论研究将会进一步快速发展。 变革性繁荣可能将在几个层面开展， 一是媒介传播要素层面

的理论变革， 即数字媒介与传播者、 传播内容、 受众、 传播效果等因素的研究， 这个媒介要素的媒介理论

研究会吸引传播业界经营管理人士的聚焦、 讨论和探索； 二是媒介在社会文化、 政治和经济等影响层面的

理论变革， 这个社会系统的媒介要素研究， 更多会吸引传播学界和政府官员等的注意力。
第三， 研究方法的不断成熟， 与国际接轨。 随着一批留学归国新闻传播学者的加入， 带来更多国际

研究色彩的研究方法， 包括研究假设、 研究设计、 演绎推理、 数据论证等。 在此基础上， 中国媒介理

论研究与国际学界互动、 国内行业互动将进一步加强， 在国际发出中国声音， 在国内发出学界声音，
进一步实现中国媒介理论研究的繁荣发展。

好比拉满弓射出箭的飞驰， 好比十年磨一剑的闪耀， 中国媒介理论研究的思想必将不断发扬光大，
成为中国传播学， 乃至世界传播学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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