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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传媒与社会发展关系是一条勾勒人类进步的

重要线索，是人们认识和把握社会变迁与历史更替的重要维度。

兴起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发展新闻学，以传媒与社会发展关系作

为研究主题，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新闻理论之一。发展新闻学回

答的问题是传媒如何促进社会的发展并实现自身的发展。

作为国际新闻界的重要议题，发展新闻学在几本著名的新闻

传播理论专著中都有提及。１９８１年，美国学者威廉·哈森的
《世界新闻多棱镜———变化中的国际传媒》，论述世界上 “五种新

闻理念”；１９８３年，英国学者丹尼斯·麦奎尔的 《大众传播理

论》归纳全球的 “六种理论”；１９８４年，美国学者赫伯特·阿特

休尔的 《权力的媒介》把 “发展理念”与 “西方理念”、“自由主

义论”、“社会责任论”等并列，这些研究极大地提升了发展新闻

学的影响。发展新闻学生长于发展中国家，但由于发展中国家分

布较广，意识形态与文化差异较大，基本学理形成共识较难，故

而发展新闻学在很长一段时间走得并不顺利。但当前，随着发展

中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发展新闻学的

研究重新彰显出其重要价值和意义。

２００４年以来，四川省社科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把建设中国发

展新闻学作为科研主攻方向。同年，中国发展新闻学被评为四川

省社科院重点扶持的特色学科。围绕 “新闻传播促进国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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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中心议题，四川省社科院新闻传播研究所进行了长期持续研

究，发表了多篇引起较大反响的学术论文，出版了 《中国发展新

闻学概论》。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４日，由四川省社科院主办，由新闻传播所

承办的 “首届中国发展新闻学论坛”在成都召开，来自北京、上

海、重庆、广东、江苏、浙江、湖南、四川等省市的高校与社科

院的专家学者和来自 《中国记者》、《新闻实践》、《新闻界》、《新

闻研究导刊》等新闻传播专业期刊的负责人或编辑共６０余人参

加会议。这是国内首个以 “中国发展新闻学”为主题的学术论

坛。《华西都市报》、《天府早报》、“四川在线”等发表简讯，腾

讯微博开设了 《首届中国发展新闻学论坛》专题。《新闻界》杂

志发表了会议综述 《建设中国发展新闻学》。至此，四川省社科

院新闻所推动的中国发展新闻学的研究开始在学术界奠定初步地

位。

而这本 《传媒与民族地区发展———甘孜藏区新闻事业研究》

则以甘孜藏区传媒为个案，全面系统地研究甘孜传媒与社会发展

的关系，是中国发展新闻学走向实践的重要个案研究成果。

本书首先梳理甘孜州近代至当今的媒介发展历程，让人们对

甘孜州的社会演进与传媒发展有了比较清晰和全面的认知。在此

基础上，本书较为准确地研判了当今甘孜州舆论引导面临的机遇

和挑战，分析了甘孜州新闻媒介的受众情况，进而提出甘孜州跨

越式发展与长治久安舆论引导战略，具体包括五个方面，即甘孜

州传媒业的发展报道思路，甘孜州舆论引导新格局的建构，甘孜

州新闻人才队伍的建设，甘孜州农牧民信息沟的解决思路，《甘

孜日报》数字化发展的策略。

本书从历史与现实出发，采用历史描述、理论分析、抽样调

查、深度访谈等多种研究方式，从社会变迁与传媒发展的相互关

系出发来探讨甘孜州跨越式发展与长治久安的舆论战略，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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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明确的对策。这些对策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可以作为甘

孜日报社研究甘孜州跨越式发展与长治久安舆论引导战略的理论

依据和实践指南。

对正处在加快发展进程中的民族地区的甘孜日报社来说，研

究中提出的有些对策是可以自行采纳实施的，譬如甘孜州传媒业

的发展报道思路，就可以自行积极推进。而有些对策的实施，譬

如甘孜州舆论引导新格局的建构、新闻人才队伍的建设、农牧民

信息沟的解决、《甘孜日报》的数字化发展，都不是单纯依靠报

社自身就能解决的问题，还要靠甘孜州党政部门的政策配合与大

力支持。

本书主要内容：第一章 《甘孜州新闻媒介发展历史》，梳理

了甘孜藏区新闻舆论的发展历史。自清末以来，甘孜藏区地理上

虽然偏僻，但各种新闻媒体一直以各自的角度和力量执著地支持

着该区域的发展。第一部分着重讲述外地新闻媒体对甘孜藏区发

展的影响，第二部分讲述刘文辉执政西康时期媒体的发展情况。

第二章 《甘孜州舆论引导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宏观的视野为

切入点，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两方面对甘孜州舆论引导现状进行

详尽考察。在机遇方面，着眼于从政策环境到社会环境，再到媒

介环境的梳理与探测。在挑战方面，主要论述媒介内部发展遭遇

的桎梏。如运作经费和新闻人才的匮乏，管理体制缺乏创新与活

力等。第三章 《甘孜藏区新闻媒介的受众分析》，主要以四川甘

孜州作为研究对象，调查甘孜州受众的媒介拥有情况、媒介接触

偏好及其时间、媒介接触目的、对媒介的信任度等，分析甘孜藏

区受众的信息接收结构、受众的信息解读能力及偏好，研究影响

藏区受众接收信息、理解信息的要素，为提高藏区新闻传播的广

度和效度提供有价值的参照对象。第四章 《甘孜州发展报道研

究》，指出在当前背景下甘孜州发展报道的总体思路，即以经济

发展报道、社会发展报道为抓手，推动甘孜州的改革创新与对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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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进而促进甘孜州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第五章 《甘孜

州舆论引导新格局及现实问题》，分析了甘孜藏区舆论引导的现

实格局和存在的问题，并立足于构建甘孜藏区舆论引导新格局提

出一些改进的思考。第六章 《甘孜州新闻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分析了藏区宣传思想工作的特殊要求，以及甘孜州地处边远，经

济基础薄弱，条件艰苦，人才缺乏等方面的突出矛盾和应对策

略。第七章 《甘孜州农牧民信息沟问题及传媒对策分析》，以石

渠县为例，指出了甘孜州存在着农牧民信息沟的问题，并从对内

传播与对外传播两方面给出了解决问题的若干建议。第八章
《?甘孜日报? 数字化发展战略研究》，从甘孜州舆情的现实状况、

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的具体要求和其它藏区数字化发展成果三个

方面分析着手，指出甘孜日报数字化战略发展的紧迫性和重要

性，并提出对策建议。

本书是第一本尝试系统研究甘孜藏区传媒与社会发展关系的

专著，难免有不完善和不足之处，真诚期待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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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甘孜州新闻媒介发展历史

新闻媒体的发展能够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这一观点是发展
新闻学最核心的理论，也是我国当前社会发展动力研究的一个新
锐视角。经历了改革开放后新闻媒体迅猛发展的 30 年，该理论
已逐渐为我国诸多社会管理者所接受。他们认为，改革开放的丰
硕成果不仅离不开新闻媒体的宣传，更离不开新闻媒体自身的发
展。

不独今是，百年如斯。研究康巴地区或甘孜藏区 ( 甘孜藏
区大部分地区属于康巴地区) 的近、现代发展历史，少有从新
闻媒体的角度来谈的。但如果梳理历史上与康巴相关的新闻舆
论，则会惊讶地发现: 康巴在地理上虽偏僻，但却是媒体持续关
注的热点地区。各种新闻媒体一直以各自的角度和力量执著地支
持着康巴的发展。可以说，媒体的发展和舆论的力量一直都是甘
孜藏区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

如今，现代媒介的高速发展已经把世界变为了地球村，把工
业时代变为信息时代。在全球社会网络化不断加深的情况下，新
闻舆论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研究 “甘孜藏区的
跨越式发展与长治久安”的对策，研讨善用新闻舆论的作用及
新闻媒体自身的发展就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甘孜藏族
自治州的社会发展必须要有新闻舆论的推动吗，必须要有发达的
地方媒介产业来支撑吗? 让我们先看历史，再做思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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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结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着重讲述康巴
藏区的本地传媒机构未出现以前，外地新闻媒体对甘孜藏区发展
的影响。第二部分讲述刘文辉执政西康时期，甘孜藏区媒体的发
展情况。在此阶段，甘孜康区不仅产生了历史上第一份报纸，而
且该区域的媒体发展还甚为红火。继刘文辉地方政权之后，本应
描述新中国成立后的甘孜藏区新闻媒体发展状况，但由于这段历
史大家都比较熟悉，故本章予以省略。如需要了解这段历史，可
以参考甘孜日报社编撰的 《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闻志》。大体而
言，新中国成立以后，甘孜藏区的媒体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
的喉舌，从此走上了正确的政治轨道; 其间虽有 “文化大革命”
从中作梗，但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新闻媒体再度走
向繁荣，为甘孜藏区社会的全面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节 清末以来康区的主要社会矛盾

在本章论述展开以前，需要先理清 3 个地理概念之间的关
系，即康藏、西康与甘孜藏区。首言 “康藏”，这个概念较古
老。民国以前，中国对藏区的划分基本上是按照历史文化的区别
来划分的。依藏族传统习俗，藏传佛教地区大体上被划分为
“阿里”、“卫藏”、“多康”3个部分。多康，又称朵康，包括安
多藏区和康巴藏区，是藏文化区域的主要组成部分。康藏的区
域，大体上指丹达山以东、大渡河以西、巴颜喀拉山以南、高黎
贡山以北的地区。它既包括现在行政区划上的 “一地三
州”———昌都地区、甘孜州、玉树州和迪庆州，也包括果洛州、
阿坝州的一部分，林芝地区的一部分，乃至木里县，都属于康藏
的范畴。今天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其全境都在康藏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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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康”一词是一个现代的行政区划概念，它的产生与藏区
的政治改革有直接关系。1911 年，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炑曾
经写过《西康建省疏》，此为政府文件上第一次出现 “西康”这
一概念。此后，这一概念迭次为民国时期康藏地区的军阀所沿
用，如刘成勋被任命为“西康屯垦使”，刘文辉设立二十四军的
“西康政务委员会”。直至 1939 年，川边地区才建省，名曰 “西
康”。按照当时国民政府的行政区划，西康省的行政管辖范围不
仅涵盖了大部分康藏地区 ( 即今天的昌都地区、甘孜藏族自治
州) ，还包括凉山彝族自治州、雅安市的行政管辖区。1955 年，
西康省行政区划被撤销。

甘孜藏区指甘孜藏族自治州以内的藏文化流行的区域，它是
一个纯粹的行政概念，类似于 “西康”。从地理范围来看，西康
省涵盖了最大面积的康藏区域，而甘孜藏区涵盖康藏的面积最
小。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民国以前，主要使用 “康藏”、
“多康”的概念，不使用 “西康”的概念; 民国时期，“康藏”、
“多康”、“西康”概念同时使用; 1955年西康省被撤销，此后至
今不使用“西康”的概念，而使用“康藏”、“甘孜藏区”、“康
巴”。下文中，会依据历史时期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行政区划概
念。

探讨甘孜藏区的新闻传播史，必然脱离不了研究媒体传播内
容，而媒体传播内容又来源于当时的社会实际。因此，预先将清
末迄今各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捋一遍，将有助于理解新闻媒体与
康区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新闻媒体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
始终关注社会最主要的矛盾。那么，社会最主要的矛盾由谁来界
定呢? 不是政府也不是专家，它是由社会舆论来界定的。新闻媒
体正是依靠反映社会舆论而生存的一类社会组织，它对社会舆论
焦点是最了解的。当然，它也不得不抓住社会主要矛盾或舆论焦
点，否则它将无法在市场上存活，或只能依赖政府拨款来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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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了解新闻传播学的这一层理论，自然就会明白为何研究新闻
传播史要将其与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紧密联系起来了。

自清末新闻媒体在我国 “落地生根、发枝散叶”之后，国
内、国际媒体一直关注甘孜藏区的发展。清末民初时，康区社会
发展的主要矛盾是政治改革: 全国的知识分子都期望通过政治改
革来实现康藏的稳定，来发展、巩固中央政府对康藏的行政管辖
权，并以此来对抗西藏噶厦政府的 “藏独”行动。清末的这场
政治改革，被称为“改土归流”。到民国中晚期，西康省内的主
要矛盾是发展经济。国内民众期望通过开发该地区来建设一个巩
固的抗日根据地和民族复兴的基地。这段时期，表面上看，经济
发展已取代政治改革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其实，政治改革仍在
历史的轨迹上稳步前进，它具体表现为 “西康建省”这一重大
历史事件。西康建省的政治意义在于，中国中央政府力图彻底摧
毁康藏旧的行政架构，将行政权力从藏官、喇嘛、头人手中收回
来，转由中央政府直属的各级地方政府来治理藏区农牧民。及至
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甘孜藏区的主要矛盾仍然以政治改革为中
心。1956年发起的康区政治改革被称之为“民主改革”，它的主
要内容为: 废除高利贷，清算债务，废除乌拉特权，解放安置奴
隶娃子。20世纪 60年代迄今，甘孜藏区的主要矛盾从政治方向
转移到了经济方向，发展经济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主的问题。回
顾这段 100 余年的历史，从 “改土归流”到 “西康建省”到
“民主改革”到“改革开放”，我们看到这样一条历史主脉: 藏
官、土司、头人、喇嘛这些古老的政治势力逐一退出了公共权力
的“舞台”; 与此同时，民主、法治型的现代政府的基础正一步
步得到夯实。

基于上述观点，以下对甘孜藏区新闻媒体发展史的描述将紧
扣各时期社会主要矛盾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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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清末报馆关注康藏 “改土归流”

新闻舆论开始影响甘孜藏区的年代始于清光绪晚期。而使得
甘孜藏区走入中国新兴媒体视野的是英军侵入拉萨这一事件。
1904年英军侵藏这一事件发生后，国人陡然认识到康藏地区对
于保有西藏完整主权的特殊重要性。由此，赵尔丰在康区实施的
“改土归流”举措也就成为了全国新闻舆论关注的热点。

一、“改土归流”时四川传媒的发展情况

康藏历史上第一张报纸——— 《西康公报》虽然出现于 1929
年，但此前 30余年，国内新闻媒体就已经密切关注康藏了。

先了解一下 19世纪 90年代四川省新闻行业的发展情况。当
时，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媒体也还只有纸媒这种类型，世界第一个
广播电台 1906年才在纽约诞生。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
国知识分子受到《马关条约》的刺激，纷纷开始办报，宣言维
新思想。维新的思潮与办报的浪潮同样波及四川省，从而催生了
生机勃勃的民族报业。1897 年，维新人士宋育仁、杨道南等在
重庆创办了《渝报》，这是四川历史上的第一份报纸。1898 年，
《蜀学报》于成都诞生。此后，四川报纸逐渐增多，先后有 《启
蒙通俗报》、《广益丛报》、《蜀报》、《重庆日报》、《蜀风杂志》、
《白话报》、《西顾报》和 《启智画报》、《四川官报》等报刊诞
生。

除纸媒迅速发展以外，现代通讯工具———电报也进入了四川
及康藏地区。在清末将领赵尔丰的主持下，1905 年 ( 驻藏帮办
大臣凤全被杀的同年) 开始架设成都—康定—巴塘的电话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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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全线架通。此前，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电报
通讯要依赖江孜至印度边境这段电线来中转，而这段线却是由英
国人修建、运营的。1909 年，巴塘至察木多 ( 今昌都地区) 的
电话线路架通。赵尔丰原计划继续修通察木多至拉萨至江孜段的
电话线，勘测工作也早已完成。不过由于清政府的崩溃，使得这
一计划终未实行。①

除上述情况外，甘孜藏区与传媒相关的事务还包括赵尔丰的
教育政绩。自 1906年平定巴塘之乱后至 1911年期间，赵尔丰在
康藏地区建立学校 130余所，培养学生人数约 4000余名。② 赵尔
丰时期康藏的学校以推行汉文化的官话学堂为主，包括培养师资
的康定速成师范学堂和成都藏文学堂。在赵尔丰设立官话学堂以
前，康区连汉藏语文翻译人员都极少，更不用说现代文化输入这
一问题了。清王朝在康区的学校建设造就了一大批汉藏语翻译人
员，这不仅方便了今后西康政府的政务传播，也为今后西康的新
闻传播事业奠定了基础。

二、“改土归流”以前康藏的经济与政治状况

新闻媒体的第一社会属性是商品性，从其诞生起就如此。马
克思曾经说过，“报纸是舆论流通的纸币”。因此，阐述甘孜藏
区与新闻媒体的关系，也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康藏的经济状况。

中国中央王朝对康藏地区的开发始于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开
发的方式是“茶马互市”。当时政府把康藏茶马互市的管理机构
设在黎州———今汉源县境内，把交易场所设在打箭炉 ( 今康
定) 。于今看来，“茶马互市”这一国家经济政策依然充满了政
治智慧，它蕴含的治藏理念是 “以经济发展促稳定”。康区包括

①

②

徐君: 《清朝末年川藏边路之“新政”》，《西藏研究》，2009年第 5期。
任乃强: 《康藏史地大纲》，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 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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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喜好劫掠川边汉区，同时又爱喝茶。宋朝
政府利用这一特点，系统地建设大批国营茶场，设立由官方管理
的交易市场，开展“茶马互市”的交易。“茶马互市”的设立，
将先进的发展观念输入了康区乃至于整个藏区，带来了当地社会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引导少数民族逐步形成这样的观念: 贸
易带来的经济利益比武力掠夺更大、更持久。因为掌握了 “茶
马互市”的主导权，宋、元、明、清的中央政府都将这一贸易
制度当成了一个政治筹码，利用少数民族对 “茶马互市”的依
赖性作为各项政治谈判的前提和基础，最终达到 “以经济发展
促地方社会稳定”的效果。由于 “茶马互市”这一经济政策不
仅让藏区各少数民族整体受益，更让底层老百姓收益———大量人
员从事加工、运输、旅店服务等工作。因此，直到 1949 年新中
国成立，“茶马互市”制度才宣告退出历史舞台。

在赵尔丰治理康藏以前，康藏的社会状况仍处于封建农奴制
的落后状态，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甚至落后于中原地区战国时
代的水平。从成都至康定至昌都这一段路，仍处于茶马古道初创
时的状态，不能通行马车，运输全赖马、骡、牛等驮兽，翻越大
相岭、飞越岭一段甚至只能靠人背。赵尔丰发展西康的第一件事
就是修马路。1909年，成都经荥经、泸定至打箭炉一段的马路
建成。自此，在中原已奔驰 2000 余年的马车第一次驶入了康藏
地区。当然，不止于马车，赵尔丰的交通计划其实很超前，他于
1908年就提出了修建川藏铁路的设想。然而，他这一设想仍比
四川总督锡良晚了两年。1906 年锡良在川西铁路计划中最早提
出修建川藏铁路的设想。除建成马路之外，赵尔丰在 1907 年 10
月至 1909年 3月之间，在康定至巴塘沿线修建了 24 所旅店，以
供军民来往之用。以往，康藏茶马古道上的商人来往，绝大部分
时间都搭帐篷住野外。赵尔丰治康藏以前，虽然沿途也有少量驿
站，但只为政府与军队提供服务。在交通方面，赵尔丰的另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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