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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新闻传媒的功能和发展路径
杨　琦 ,芮海田

(长安大学 杂志社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　要:在分析新时期新闻传媒功能的基础上提出其三大功能:引导舆论 、传播信息 、生产文化产

品;然后根据新闻传媒的三大功能对新闻传媒进行分类 ,针对不同追求目标的新闻传媒提出不同的

发展路径;最后针对近年来新闻传媒行业出现的内容同质化甚至庸俗化的倾向 ,提出了具体的解决

办法:从新闻传播工作者出发 ,要克服思维定势和模式化的写作倾向 ,提高新闻传媒内容的真实准

确性;从受众的主体性出发 ,要满足其正当合理性的需求 ,体现了新闻传媒过程中的以人为本的理

念和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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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and developing path of news media in the new period

YANG Qi , RUI Hai-t ian
(Magazine Office , Changan Univer sity , Xian 710064 , Shaanxi , China)

Abstract:On the basis o f analy zing functions o f new s media in the new period w hich are

consensus guideness , message broadcast ing , producting of cultural product , new s media w as

classified.Aimed at dif ferent purpo ses fo r new s media , it s developing path w as put forw ard.A t

last , based on philistinism and stereo type tendency of content for new s media in recent years , the

speci fic counte rmeasurs w ere presented.In o rder to correct stereo type w ri ting tendency and

promote accuracy of new s media content , edi to r and pressman should be regarded as principal

part.In order to meet reasonable necessi ty of reader and show harmonious ideas and values in the

pro cess of new s media , readers should be regarded as principal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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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在当前的文化体制改革中 ,新闻传媒是一个重

要的着力点;从经济发展角度看 ,新闻传媒是一个关

键的增长点;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层面说 ,新闻媒体是

一个基本的推动力。随着西方传播学理论研究转入

“后现代”并传入中国之后 ,中国新闻传媒的性质和

社会功能似乎变得模糊起来。西方有人提出 ,新闻

传媒是一个与公众交换信息和符号的系统 ,它发挥

着娱乐 、形象设计的作用 ,它还帮助人们完成价值 、

信念及行为的社会化 。在经济社会化的时代背景

下 ,新闻传媒的这些作用和功能自然都是以赢利为

前提和目的的。这种西方新闻传媒行业的发展倾向

使得中国一些新闻传媒行业的人士过于强调新闻传

媒的产业属性 ,而忽视新闻传媒的政治属性 。然而

新闻传媒的政治属性是无法抹杀的。新闻传媒初看

起来是一种传播信息和提供娱乐的工具 ,但在现代

社会中不存在完全没有思想引导和政治控制功能的

新闻传媒。马尔库塞曾指出:“人们真的能将作为信

息和娱乐工具的大众媒介同作为操纵和灌输力量的



传媒区别开来吗 ?” [ 1] 再加上当前文化体制改革的影

响 ,于是新闻传媒的产业属性似乎成为新闻传媒的

唯一属性 。于是研究新闻传媒的功能 ,探讨其发展

路径就很有必要 。

1　新闻传媒的功能分析

新闻传媒对人类社会所起到的作用是多方面

的 ,如传播信息 、引导舆论 、进行宣传 、提供娱乐等 ,

这也是得到了普遍共识的。哈罗德 ·拉斯韦尔在

《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出:大众传媒有监视

环境 、协调社会和文化传承等 3种基本功能。新中

国传统的新闻学原理认为:新闻传媒的基本功能是

报道事实 、引导舆论 、认识功能 、宣传教育功能 、传播

知识功能等等。本文则将新闻传媒的功能表述为:

舆论宣传 、信息传播 、生产文化产品 。

1.1　舆论宣传功能

舆论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意识现象 ,它是某

一特定社会上处于大致相同的经济地位和政治阶层

的社会成员出于共同的目的和利益 ,而通过思想交

流和认识互补而凝聚成的“集体无意识” ,是这些人

的“公共意见”。新闻传媒的舆论宣传功能是如何实

现的呢? 探讨新闻传媒的舆论宣传功能 ,就不可能

不考察党报的功能。最早的党报是资产阶级党报 ,

它始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

期 ,随后的无产阶级党报则是出现在 19世纪中期无

产阶级政党成立和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党

报理论在 20世纪中叶抗日战争中的延安整风运动

期间 。1942年 9月 22日《解放日报》的社论为党报

的功能作了界定:“报纸是党的喉舌”。党报的功能

“喉舌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新闻实践中不断地得到

了丰富和发展[ 2] 。

本文以为 ,新闻传媒的舆论宣传功能与“以党报

为本位”的新闻观是一致的 。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

时期还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初乃至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 ,政党的新闻传媒事业通常以“党的喉舌” 、“舆论

工具(或宣传工具)”自居 ,而这一时期的新闻传媒功

能主要集中体现为“舆论宣传” 。从新闻传媒的发展

史来看 ,政党的党报理论说明:新闻传媒的一个重要

作用是为某一特定政党服务 ,具有舆论宣传的作用 。

这是阶级社会消亡前特定新闻传媒无法抹去的作用

和功能[ 3] 。

1.2　信息传播功能

信息是主体认识到的 ,可以消除对事物认识不

确定性的客观事实。信息论是研究信息及其传播的

一般规律的科学 。信息论的主要创立者香农在

1948年发表的《通信的数学理论》一文中提出了一

个通信系统模型:通信是由信源发出消息 ,经过编码

形成一种适合于发出的信号 ,这种信号与传输中的

噪音借助于信道被送到接受端 ,然后经译码最终被

信宿所接受 。这时的信息就是信宿被消除了不确定

性 。信息概念的出现是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认识的

深化。

将前文所提到的通信传输过程和新闻传媒流程

作一个比较 ,就会发现通信传输流程和新闻传媒流

程是惊人的相似 。在新闻传媒流程中 ,它大致分为

传播者 、媒介 、受众 3个部分 。新闻资讯经传播者产

生 ,然后通过媒介传播 ,被受众所接受和解读。在这

一过程中 ,新闻资讯只有被受众所接受 ,才是有意义

的[ 4] 。

从新闻传媒的对象而言 ,新闻传媒的内容就是

信息。新闻传媒工作者根据有关线索 ,调查和采集

比较丰富且有一定价值的新闻素材;然后根据有关

要求 ,对调查和采访到的新闻素材进行新闻信息加

工;再将加工后具有价值的新闻资讯运用媒介进行

传播。另外 ,新闻传媒每时每刻发布着大量广告信

息以及其他方面的诸多服务信息 。因此 ,就新闻传

媒的内容而言 ,新闻传媒的一个重要的功能是信息

传播。新闻媒体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或载体 ,它的核

心竞争力最终来自内容 ———高质量的新闻 、信息和

娱乐产品(或者统称为信息)。没有好的内容 ,新闻

传媒要想创新和发展就是无稽之谈。

1.3　生产文化产品功能

说到文化 ,就必须明确文化的定义 。然而国内

外关于文化的权威定义不下 100 种。面对众多的

“文化”定义 ,应该承认它们都从一定的角度或者层

面揭示了文化的本质 ,因而都值得重视和肯定。但

是只有从哲学的层面来界定文化 ,才是合理的。文

化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方式 ,与整个社会大系统

在范围上相等同 。在这个意义上 ,社会的人的活动

范围就是文化所涉及的范围 。文化是人的活动的内

在规定性 ,是人类社会的特征 ,也是人类社会的实

质 ,是社会的人的真正奥秘 。

而本文中的文化概念仍然采用常见的狭义的文

化概念 ,即观念形态的文化 ,这是与经济 、社会相对

的文化 。文化产业包括文化产品的生产及其经营 2

个部分 。新闻传媒的产品属于文化产品的范畴 ,新

闻传媒产品中的大量新闻作品 ,以提供有新闻价值

的资讯为主 。新闻传媒所生产和传播的产品毫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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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都具有比较丰富的文化含量 。新闻传媒所生产的

产品 ,从一方面看 ,是以传递信息为主的信息产品;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 ,它又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产品 。

就新闻传媒本身而言 ,它所生产 、传播和经营的新闻

信息产品应当属于信息产业的范畴;而它所生产 、传

播和经营的产品又是文化产品 。新闻传媒作为一个

行业 ,就同时具有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属性 。新

闻传媒功能从舆论宣传拓展到生产文化产品 ,是新

闻传媒发展的客观规律。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 ,人类社会的社会历史

形态演变经历了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资

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从历时性来看 ,新闻

传媒功能的发展流变或者先后顺序应当是舆论宣

传—信息传播—文化产品;但是从经济 、社会和文化

并列的角度来说 ,新闻传媒功能出现的先后顺序是

文化产品 —舆论宣传 —信息传播。

2　发展路径分析

针对上文将新闻传媒功能定位为舆论宣传 、信

息传播和生产文化产品 ,把新闻传媒业划分为三大

类 ,并根据其不同价值取向和追求目标 ,提出各自不

同的发展路径。

(1)对于那些作为党的新闻传媒的广播电视和

报刊杂志 ,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舆论工具 ,是党和

政府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的喉舌 ,直接服务于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具有很强的公共产

品性 。由于公共产品性 、自然垄断性 、意识形态性的

存在 ,这些新闻传媒实现充分竞争的条件并不具备 。

这些新闻传媒难以通过市场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

需要党和政府进行宏观干预 、调节 、管制 ,甚至要由

党和政府来直接经营 。这些新闻传媒承担的社会责

任是:为社会当好瞭望者 、为民众当好代言者 、为政

府当好监督者和为国家当好捍卫者 。这些新闻传媒

以社会效益为根本的出发点[ 5] 。

(2)而对于那些以信息传播功能为主的新闻传

媒 ,新闻传媒工作者在此过程中投入大量的劳动 ,从

而使形成的产品既具有价值又具有使用价值 ,因而

具备了一般商品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这些新闻传媒

产品的增长对国民经济增长 、就业和国家财政收入

有着直接的贡献。对这类新闻传媒 ,在当前要进行

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改革 ,引进市场意识 ,并进

行产权改革 ,即新闻传媒业按照中央关于文化产业

体制改革的精神和要求 ,对新闻传媒进行市场经济

体制上的根本变革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引进竞争 ,

促进新闻传媒的发展。这些新闻传媒在符合国家法

律法规时 ,可以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的 。

(3)对于那些以生产文化产品的新闻传媒 ,由于

其生产的文化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而且生产

出的文化产品不应该属于某一个特定民族和国家 ,

而应该属于全人类社会的公共产品 ,为此就要从全

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和最高祈求出发 ,实行所谓的

事业型管理模式 ,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发生矛盾

时经济效益让位于社会效益 。

以上只是简单地从新闻传媒的功能出发 ,提出

了不同价值取向和追求目标的新闻传媒发展的基本

思路。本文以下就近年来新闻传媒业出现的内容同

质化甚至庸俗化的倾向 ,提出两点解决思路。

(1)新闻传播活动中 ,新闻传媒工作者的日常工

作实质上就是对大量输入的信息进行甄别筛选和加

工处理 。具体言之 ,他们就是及时掌握周围每时每

刻所发生的事情 ,判断这些事情是否有新闻报道价

值;如果报道 ,怎样报道 ,从什么角度 、哪些方面进行

报道;最后形成符合客观事实的 、符合有关新闻传媒

法律法规和纪律的 、符合该特定媒体定位的 、已经可

以传播的新闻稿件 。然而现实生活中 ,新闻资讯或

者新闻报道的具体内容千篇一律 、平淡无奇 。本文

以为这些现象的出现有一定的原因:1)每天需要新

闻传媒工作者做出处理的信息纷繁复杂 ,这就要求

他们应当具有相关的全部知识 、正确的认知能力等 ,

而在实践中这是不可能 ,也是不现实的。2)新闻传

媒的时效性要求新闻传媒工作者必须在有限的时间

内就以上信息做出处理
[ 6]
。

在这种情况下 ,新闻传媒工作者可能受思维定

势的影响 ,很容易走捷径 ,比较容易滑向模式化写

作 。新闻事实中符合新闻传媒工作者既有思维模式

中典型案例的部分往往得到更多的注意和强调 ,同

时新闻事实的特异部分则有可能被忽略了 ,这样的

新闻资讯就必然显得模式化和类型化 ,新闻传媒也

就千篇一律 、平淡无奇了
[ 7]
。

为了克服以上模式化的写作 ,提高新闻报道的

真实准确性 ,新闻传媒工作者必须具备创新型理念 、

坚定的政治立场 、较高的职业素质 、较强的责任心 ,

在实践中应当尽可能多地了解全部事实真相 ,同时

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并保持对事物的高度敏感性 、尤

其是事物的特异部分 ,努力打破认识过程中的惯性

思维和思维中的路径依赖。

(2)新闻传媒资讯中经常包括一些庸俗的信息。

这反映了新闻传媒中人文精神的缺失 。这一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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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有着多方面的深层原因。具体而言 ,现代新闻

传媒在追求自身利益以及与社会互动中影响了他人

的福利 ,出现了外部性
[ 8-9]

。一般来说 ,新闻传媒自

身的利益和公共利益不一致时 ,就会存在外部性 。

现代新闻传媒业迅猛发展 ,由于对它的监管的滞后

性 ,其负外部性没有得到有效约束 ,从而使这一本应

当改变人类生存状况和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产业正

受到遮蔽和扭曲 。

信息是人们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的前提 。为了

实现自己的目标 ,人们必须广泛地获取信息 ,并在此

基础上做出全面 、合理的行为 。在传播学中 ,范长江

同志曾说过一句话: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 、应知而

未知的重要的事实[ 10] 。这其中涉及到信息的 2 个

重要状态: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 。在新闻传播过程

中 ,新闻传媒工作者就要判断受众需求的应然状态 ,

即合理性需求 ,而不是加工出一些不严肃的 、不真实

的新闻信息报道 。这就需要在新闻传媒的过程中体

现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和价值取向 ,即强调尊重人 、解

放人 、依靠人 、为了人和塑造人。尊重人 ,就是尊重

人的类价值 、社会价值和个性价值 ,尊重人的独立人

格 、需求 、能力差异 、人的平等 、创造个性和权利 ,尊

重人性发展的要求。解放人 ,就是不断冲破一切束

缚人的潜能和能力充分发挥的体制和机制 。塑造

人 ,就是既要把人塑造成权利的主体 ,也要把人塑造

成责任的主体。

3　结　语

当今社会的新闻传媒担当着促进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重要的社会角色。因此 ,新闻传媒必须坚持

有利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舆论导向 ,及时真实

地传播信息 ,把中国和世界上每时每刻发生的重要

事件真实地告诉公众 ,客观正确地引导舆论 ,把代表

主流社会思想的舆论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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