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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当今社会已进入一个“传媒化生存”的时代。大众传媒作为信息生产与传

播的专业组织，它的运行涉及广泛的社会领域，并以特有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

的每一个角落，改变着社会环境、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在政治、经

济、文化等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影响巨大。与此同时，伴随巨大影响而生的是

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作为社会公器的责任。传媒要担当起社会责任已成为社

会各界的共识。

作为学术研究，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肇始于20世纪40年代（美国）新闻

自由委员会出版的《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作为社会实践，社会责任一直

是大众传媒自诞生伊始就如影相随、历久弥新的一个话题。但是，无论是理论界

还是实务界，对传媒社会责任的认识还存在着一些分歧甚至误区；在当代中国，

伴随着大众传媒对社会生活影响的与日俱增，传媒的社会责任问题不断进入公众

的视野，被广为关注。因此，开展对传媒社会责任的研究，具有相当迫切的现实

意义和理论意义。

杨晓强是我带的2006级博士生。在读博期间，他从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这一

“陈旧”的选题中，采用新的研究视角，系统研究了当代中国大众传媒的社会责

任。《“媒”田守望者：当代中国大众传媒社会责任研究》是他攻读博士学位期

间辛勤耕耘的成果。现在，经过对相关信息的必要的修订，最终形成了我们面前

的这部专著。书稿即将付梓，我为此十分高兴，并表示由衷的祝贺！

纵观全文，本书的理论价值突出表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研究全面系统。由《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开启的大众传媒社会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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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研究，至今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在这半个多世纪里，虽然众多的新闻

传播理论著作都涉及大众传媒社会责任这一论题，但这些论著中关于传媒社会责

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及《传媒的四种理论》

的阐述发挥，或者仅仅是浅尝辄止式、千篇一律式地触及这一话题，却鲜有详细

的论述。作者跳出已有论文的俗套，密切联系当代中国大众传媒的实践，从应然

与实然两个维度，系统研究了大众传媒的责任内涵、责任脉络、责任原由、责任

内容、责任检视、失责原因、责任提升等方面的内容。通过追问传媒社会责任的

产生来探询传媒社会责任生成的逻辑前提与理论依据，通过审视当代中国大众传

媒社会责任的缺失来构建中国传媒的社会责任体系，对当代中国大众传媒社会责

任作了全面的梳理。

二是学术视野开阔。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从提出伊始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

问题。它涉及新闻传播学的方方面面，它可以是一个理论问题，也可以是一个实

践问题。从理论层面看，它是一个伦理学问题、一个社会学问题、一个文化学问

题、一个政治学问题……总之，它不仅仅是一个新闻传播学的问题，而是牵涉到

社会的各个层面。本书既有纵向的历史梳理，也有横向的现实比较；作者借用角

色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契约关系理论等理论来分析传媒社会责任产生的原

因；从多个学科切入，以较为开阔的视野从传媒行为不端、行为过度、行为不力

三个层面描述了我国传媒社会责任缺失的表现；同时借用场域理论、市场失灵、

角色冲突等理论分析了传媒社会责任缺失的原因，并提出了防止其失责的有针对

性的对策。

三是分析具有启发性。理论构建除了要解决现实问题，也在于给人以启示。

本书除了通过开阔的视野为传媒社会责任的缺失纠偏外，还通过观点的创新给这

一问题以新的启迪。作者正本清源，通过对大众传媒承担社会责任原由的追问，

分析了大众传媒承担社会责任的三大理由：社会公器是逻辑前提、传媒蕴含的各

种关系是理论依据、传媒社会责任缺失是现实原因；条分缕析，通过对传媒社会

责任内涵的界定来明确中国传媒社会责任应然的三大内容层次：功能性责任、规

约性责任、道义性责任；突破窠臼，从大众传媒社会责任的价值标准、大众传媒

社会责任的角色标准、大众传媒社会责任的内容标准三个方面建立了一个“当代

中国大众传媒社会责任的总体性标准”等，这些初步的理论构建意识，具有一定

的创新性与启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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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任何论题的学术研究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任何研究成果都是相关

问题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以此观之，《“媒”田守望者：当代中国大众传媒

社会责任研究》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这正是作为过程的学术研究的下一个起

点。正因此，该书不失为中国大众传媒社会责任研究领域颇有价值的一部抛砖引

玉的专著，值得一读。

是为序。

蒋晓丽

2015年10月于成都川大花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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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在社会飞速发展、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负责任”已成为人类的基本共识、

组织的行动信条、社会的结构原则。大众传媒作为信息生产与传播的专业组织，

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与日俱增，同时也呼唤着新闻传播业社会责任的相应

跟进。就当代中国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

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近年来，社会责任问题不断进入公共视野。担

当社会责任是大众传媒与生俱来的基本使命。但是，在大众传播事业发展壮大和

市场化的进程中，特别是在网络新媒体崛起的媒体环境中，部分大众传媒为了

“利益”忘却了责任。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中国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问题，认

识大众传媒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提升大众传媒的责任意识，以做责任媒体为目

标，提升中国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

0.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0.1.1 问题的提出

当今社会已进入一个“传媒化生存”的时代。塞伦·麦克莱（Ciaran 

McCullagh）描述道：“传媒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当

今世界的‘文化中心’”。a天上的卫星，空中的电波，地下的光缆……报纸、

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每天都有数以亿计的信息扑面而来，传媒关注着

我们的生存，维系着我们的生活。传媒犹如空气、水分和阳光，渗透到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也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每个层面。

a　 （美）塞伦·麦克莱《传媒社会学》，曾静平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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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传媒在当今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华中科技大学申凡教授作了如下描述：

“在当今社会，大众传播媒介无疑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也是最令人眼花缭乱的

一道亮丽风景线，这不仅在于它所报道的突发事件时引起的社会震动，所揭露的政

治黑幕在世界各地掀起汹涌的抗议浪潮，所批评的社会现象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

更为突出的是，它所承载的文化传播功能，能使原有的文化发展转变方向……信息

时代的社会借助它的力量构筑了新型的跨越现实，各种社会资源借助它的力量实

现了跨地区、跨行业、跨时空的配置；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借助它的力量实现

了‘地球村’的政治交锋与整合。”a毫无疑问，大众传媒凭借其强大的信息生产

及传播能力，已成为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发展的稳压器、预警器和助推器，社会公

众、组织、政府已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了大众传媒的重要作用。

对于生活于社会中的芸芸众生来说，大众传媒通过符号化的呈现制造出真

实世界的摹本，让大众也同时生活于传媒世界中。有人总结：我们津津有味地看

着肥皂剧，观望生活的酸甜苦辣；我们赴宴般庄重地走进日益豪华的电影院，品

味“梦工厂”的巍峨与震撼；我们一本正经地阅读报刊新闻，了解大千世界的动

态百事；我们饶有兴趣地品味多彩的杂志，探讨描眉画眼、穿衣旅游的奥妙与技

巧；我们沉浸在网络的虚拟中，上网、游戏、聊天、下载、任尔东西南北风……

不可否认，对个体来说，大众传媒犹如家庭、学校一样，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

为。大众传媒成为了生活的必需品，成为了个体社会化的工具，成为了一种生活

方式。或许可以说，在传媒统治的世界中，每一个个体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楚门”。b

与此同时，伴随着大众传媒对社会生活影响的与日俱增，传媒的社会责任问

题被广为关注。在世界各地，作为现代社会信息生产与传输的中枢，大众传媒的

社会角色与独特功能，决定了其举手投足间都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与巨大

影响相伴而生的是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作为社会公器的责任。在我国，由于

传媒的性质、任务和地位，更是决定了其对国家、对人民应负的政治、经济、文

a　 申凡等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媒介功能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前言。

b　 楚门是1998年美国电影《楚门的世界》（The Truman Show）中的主人公。影片讲述了楚门从出生

伊始就生活于一个由节目制作组“创造”出来的世界—桃源村中，他完全被剥夺了自由、隐私乃至尊严，

成为一个被全球观众关注的真人秀节目的主角。最终，他发现了真相，他不顾一切地逃离美丽的“桃源

村”。影片以讽刺的手法向人们展示了被媒体渗透了的世界及媒体对人类生活影响。楚门也成为大众娱乐

工业牺牲品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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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道德等诸多方面的社会责任。具体地说，大众传媒在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

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等方面，

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令人欣慰的是，担当社会责任，做责任传媒已成为社会共识。越来越多的传

媒组织、传媒领袖、传媒从业者在传媒实践中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我国各类媒体快速反应，或自发奔赴地震灾区

第一线，在第一时间作出及时、大规模报道，或在大后方为灾区筹款筹物，动员

全社会的力量支援灾区，为灾区鼓劲加油。在国家和人民处于危难时刻，传媒的

危机传播在应对这次罕见的重大自然灾害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彰显了新时代我国

新闻传媒、新闻工作者的公民意识、责任意识，为人民所称赞，为世界之瞩目。

学术界也开始聚焦传媒的社会责任，如2009年中国传媒大学年会即以“和谐社

会·媒体责任”为主题，来自学界、新闻界、广告界、企业界近800余人参加大

会，部分专家学者就“媒体改革与创新”、“国家形象与媒体责任”、“传媒教

育与媒介需求”等话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大众传媒的发展壮大与多重社会属

性的显现，少部分大众传媒与其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渐行渐远。概括地说，媒

体社会责任缺失主要表现为：媒体缺位，媒体寻租，媒体媚俗，媒体侵权，媒

体造假等。于是，在媒体所提供的海量信息中，无中生有的虚假新闻，断章取

义的偏颇报道，格调低俗的娱乐节目，危害巨大的虚假广告比比皆是。此中乱

象折射出传媒缺乏人文关怀、没有大局意识、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的现状，表

明重提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很有必要。胡锦涛总书记在2009年10月于北京举行

的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的致辞中讲道：“媒体要切实承担社会责任，促进新闻

信息真实、准确、全面、客观传播。”a这是政治领袖对大众传媒履行社会责任

的要求和期望。

那么，究竟什么是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传媒是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承担

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如何承担社会责任？中国大众传媒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有哪

些问题？中国传媒责任缺失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应如何加强传媒的社会责任？面

对这些问题，考察传媒社会责任理论，客观正视中国传媒社会责任履行的现状，

a　胡锦涛《世界媒体应携手并进为和谐世界作出贡献》，http://www.gov.cn/ldhd/2009-10/09/

content_14346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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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明确指出中国传媒社会责任缺失的表现，提出化解的新办法、新手段、新

措施就成为本文研究的目的。

0.1.2 研究的意义

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自20世纪40年代提出后，已经从理论转变为传媒界

的一种具体行动，传媒承担社会责任已成为国际社会势不可挡的趋势，发源于西

方的传媒社会责任理论已在我国得到广泛赞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对大众

传媒属性认识的深化，我国大众媒体突破了此前单一的“喉舌”角色，媒体市场

化的动作、产业化经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崛起，都不同程度地带来了

传媒责任缺失问题。因此，开展对大众传媒社会责任的研究，具有相当迫切的理

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说，传媒社会责任研究是大众传媒社会责任理论发展的需要。

任何理论都是由于需要而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产生的，并且在历史的长河中随

着研究对象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与时俱进。从时间上看，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

理论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当时广播电视业才处于起步阶段，互联网等新媒体

还杳无踪影。而时至今日，大众传媒生态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大型跨国

传媒集团的依次出现，广播电视业的异军突起，网络新媒体的横空出世，传媒

兼并与垄断风起云涌，西方广播电视业民营化风潮跌宕起伏等，都彻底地改变

了大众传播业的格局与运作方式。从空间上看，大众传播的社会责任理论诞生

于二战后的美国，尽管传媒社会责任理论提出后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世界范围

内的认同，但当时的理论家们是立足于美国的社会现实与传播实践来建构的这

一理论，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影响。因而，与文化传统和具体制度休戚相

关的传媒社会责任理论，在具体使用时都会不约而同地打上本土化的烙印。时

空的变迁与实践方式的变化呼唤理论的更新，传媒社会责任理论研究是理论更

新发展的需要。具体到中国语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大众传媒业发展壮

大，特别是产业化经营与市场化实践，关于大众传媒的理论研究建树甚丰，取得

了众多理论成果。但在诸多论题中，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研究始终处于边缘化

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也是中国传媒理论建设的

需要。

从现实意义上说，传媒的社会责任研究是大众传媒社会责任实践发展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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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论是普遍的概括，它是为总结我们对世界运行理解而进行的。”a 媒介

理论概括的逻辑起点是传媒的丰富实践，理论的作用在于理解、解释并指导传媒

的运行。从实践层面看，大众传媒的运行涉及广泛的社会领域，它以其特有的方

式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改变着社会环境、生活方式、思维方式、

价值观念，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影响巨大。从社会发展

看，当前社会已进入全球风险社会，担当责任已成为社会个体与各类组织的一个

沉甸甸的话题，大众传媒作为现代社会信息的中枢神经系统，在预警和应对风险

中能够并应当担当起重要责任。从传媒自身建设看，每一个传媒组织都身处激烈

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而要提高经济效益，树立声誉形象，吸引优秀从业者，增强

市场竞争力，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传媒组织的品牌建设，而一个媒体是不是一个负

责任的媒体是影响传媒品牌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从我国社会现实看，构建和谐社

会已成为全国人民追求奋斗的目标，维护社会稳定，坚守公平正义，针砭社会时

弊，提供公共论坛，都需要大众传媒担当起责任。而与这种要求相左的是，在实

践与具体的运作中，部分传媒组织及传媒从业人员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社会责任缺

失的现象，辜负了社会公众对传媒的角色期待。因此，需要重建大众传媒的社会

责任，督促大众传媒都做有责任的媒体。

0.2 国内外研究文献述评

现代社会，没有哪一个行业的社会广泛性比得上大众传媒业，作为社会信息

系统的中枢，大众传媒生产与传播着与每一个社会成员息息相关的信息。人们通

过大众传媒来了解世界动态，传递知识信仰，获取休闲娱乐，大众传媒为人们建

构了世界图景，构造了地球村，将人与人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因此，大众传媒与

人类社会休戚相关，责任重大。但是，令人费解的是，自从18世纪作为大众传媒

业的近代新闻事业诞生以来，却鲜有人著书立说，专门研究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

问题。直到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诞生了《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报告，

才开启了大众传媒社会责任研究的历史，至今也不过半个多世纪。即使在这半个

a　（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郭镇之等译，华夏

出版社，2004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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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世纪里，虽然众多的新闻传播理论著作都涉及大众传媒社会责任这一论题，但

这些论著中关于传媒社会责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

界》及《传媒的四种理论》的阐述发挥，或者仅仅是浅尝辄止、千篇一律式地触

及这一话题，却鲜有详细的论述。

下面，笔者从研究的历程、总体文献情况、研究的主要内容等方面对大众传

媒的社会责任研究作一个简要综述。

0.2.1 研究的总体状况

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研究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1947年，新闻自

由委员会（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发表了它的研究报告：《一个自

由而负责的新闻界》（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a，从此，开启了传媒社会

责任理论（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 of the Press）的研究。但是，传媒的社会责

任理论从提出伊始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它涉及新闻传播学的方方面面，它

可以是一个理论问题，也可以是个实践问题。从理论层面看，它是一个伦理学问

题、一个社会学问题、一个文化学问题、一个政治学问题……总之，它不仅仅是

一个新闻传播的问题，而是牵涉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这可由新闻自由委员会的构

成略见一斑。b因此，大众传媒社会责任理论的研究也同它本身的繁杂性一样，

自从提出以后，就在与其他媒介理论的争论中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其研究成果

也见诸于大众传媒的理论、史论、业务等不同层面。

就现有的研究文献形态来看，中外以专著形式研究传媒社会责任的较少，更

多的研究成果散见于新闻传播学各类专著的相关章节中，另有少量的学位论文，较

大量的研究成果是各种期刊论文，还有些著作虽不以社会责任为名，但主旨是研究

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问题，如公共传播学、发展传播学、传播／新闻伦理学等。下

面，就从专著和论著中的章节、学位论文、期刊论文的重要文献作一个概述。

0.2.1.1 国外关于大众传媒社会责任研究的历程与文献

1947年新闻自由委员的报告开启了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研究，但委员

a　 （美）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展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第一版，序。1942年，在《时代》（Times）杂志创办人亨利·R·卢斯（Henry M Lucy）的建议下，芝加哥

大学校长罗伯特·M·哈钦斯（Robert M. Hutchins）组织了一个研究团体调查研究新闻自由的现状和前景，

这一研究团体被称为新闻自由委员会，又称为哈钦斯委员会。

b　 这个由当时著名的专家学者或社会名流构成的委员会由16名委员组成，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学科

专业，有教育家、律师、宗教和社会思想家、伦理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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