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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白   贵

我历来认为，博士论文首先不是一块博士殿堂的敲门砖，所以不

能是好看、中规中矩而又毫无价值的摆设，或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八股

式游戏，而应当是在某一领域或者若干领域沉潜于一定深度，从一个

独特的角度提出一个或一些重要问题，贡献出一些难得的新知，引发

出一些全新思考的知识生产、思想创造的工程，——最起码应该是行

进于这个方向的行者敝帚自珍的心血结晶。

韩利红是我的第一个新闻传播学博士（此前十余年我一直带文学

博士），她在入学之前已经是一名取得了较多科研成果的管理学教授、

硕士生导师。当初我之所以录取她做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

除了她本人的兴趣之外，还包含了我出于探索新闻传播专业如何跨学

科发展的考虑。韩利红的博士论文《发展传播学视域下〈人民日报〉

“厂长负责制”报道研究（1978—1988）》就是一篇跨学科的研究题目，

该论文经作者一年多艰苦写作完成后，顺利通过了教育部评审平台上

各地五位外审专家严格的双向匿名评审，并在河北大学 2015 届新闻传

播学博士学位答辩会上通过了答辩。现在，她本人打算将其博士论文

付诸出版，嘱我作序，作为导师，这好像是一件义不容辞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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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传播学的视角研究《人民日报》对“厂长负责制”的系列报道，

提出这样一个论文题目，与其说是我们师生合作的结果，不如说是河

北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点导师组共同定夺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为韩利

红“量身定制”的。韩利红具有比较深厚的企业管理学方面知识储备

和学术积累，同时具备了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读博期间发表的两篇

新闻学论文就先后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如果将

她原有的这些学科优势与其现在所攻读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结合起来，

进行有机的嫁接与融合，则有可能取得意想不到的研究成果。但我们

知道，这个题目做起来并不容易，因而在开题和撰写博士论文的过

程中，陆续给韩利红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韩利红对这一研究题目很感兴趣，在开题准备阶段即开始大量查

阅 1978 年至 1988 年这十一年间的《人民日报》。据作者介绍，在这

一时段里，《人民日报》刊发了近两千篇与“厂长负责制”密切相关

的党和国家公告与文件、重要领导人讲话、法律法规条文、社论、短

论、评论员文章、理论文章、政策解读文章、典型性报道、批评性报道、

专题采访、动态消息、通讯、特写、研讨会综述、杂文、读者来信来

稿等新闻信息。这些新闻资料散见于《人民日报》从第一版至第八版

的各个版面之中，林林总总，种类繁多。面对这些异常庞大又纷繁复

杂的新闻材料，作者首先要从前后十一年的《人民日报》原版报纸中

寻找相关的报道和消息。然后寻绎出事情的前因后果，厘清各个事件

之间的关联，最终才能掌握各条线索，把握其发展脉络。对于韩利红

来说，资料阅读和文献梳理所耗费的功夫之大，可想而知。

但是，对于新闻传播学尤其是发展传播学来说，这又是一个很有

新闻学史论价值和学术研究意义的题目。从 1978 年肇始的中国当代改

革开放，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思想观念变革日新月异，改革的浪

潮波澜壮阔，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都显得朝

气蓬勃，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忆的历史片段和时代记录。这一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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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在新闻史上流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过程

是双向发展的：一方面是新闻传播推动了社会改革的进程，另一方面

则是改革的发展催生、成就了新闻传播的变革。社会改革与新闻变革

互为背景，互相促进，演出了一幕幕令人流连忘返的历史活剧。韩利

红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这一时段颇具代表性、颇具典型意义的一项

企业改革实践的媒介回溯和历史反刍，以及肇源于发展传播学的特定

视角的一个新闻传播系列事件的有高度的珍贵案例研究。在当代中国

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各个领域，能够作为发展传播学研究案

例的问题中，以“厂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工业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无疑

是一个较为典型或者说是较为经典的选题，无论从“厂长负责制”这

一工业企业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性程度来看，还是从《人民日报》对

这一问题关注和报道的时间之长、持续之久、密度之大，以及最终达

到的较为理想的目标和所产生的较大社会影响来看，这都是一个不可

多得的发展传播学题目。

对于这样一个既有重要价值又有较大难度的博士学位论文，韩利

红充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新闻传播学和发展传播学的相关理论，积极

调动自己所擅长的企业管理学方面的研究特长，较好地完成了博士论

文的写作。论文质量如何，最客观的评价应当是双向匿名评审专家的

意见，现转引两则如下：

（一）本文主要研究《人民日报》对“厂长负责制”持

续十年的跟踪报道，应用发展传播学作为分析与判断工具，

详细解读中国改革开放最初十年间新闻媒体在国家经济改革

过程中所发生的影响和作用。作者详细梳理了《人民日报》

持续报道“厂长负责制”这一制度形成的历程，以《人民日

报》为代表的新闻报道在中国当代的改革发展进程中扮演了

积极角色。《人民日报》对“厂长负责制”改革进程的介入

和参与，发挥了新闻媒体在政府决策形成过程中的宣传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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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民意、反馈意见、形成舆论、影响社会及政府决策的作

用，这一案例具有新闻参与社会建构的代表性。作者将新闻

媒体与政治系统的这一相互关系确定为伴随关系，借鉴系统

论和系统动力学原理，提出新闻媒体是国家航船上的 望者，

对国家政治系统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观察、批评和监督，履行

新闻传播的社会职责。作者对“厂长负责制”这一特殊历史

时期的管理制度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与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乃至于媒体的密切关联做了具体深入的阐述与分析。由此

可以说，媒体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应该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

研究的主脉。因此，从这一点来讲，本文是一个很有意义的

尝试。论文的突出亮点还在于，重心在于关注“厂长负责制”

的报道，但又不仅限于此，作者抓住了对重点报道的分析，

避免记流水账，反映了作者对史实的熟悉与理论分析的敏感

性。作者学风扎实，治学严谨，学术较为规范，体现了作者

良好的理论修养与相关领域的丰富经验。

（二）作者以 1978—1988 年《人民日报》发表的“厂

长负责制”报道为对象，全面回顾和阐述了“厂长负责制”

的孕育、提出、发展与形成的全过程，着重考察了《人民日

报》这一新闻媒体在此一对象形成中的角色和担当，显示了

该论文独特的研究价值。论文的创新有二：其一，作者以新

闻报道为载体，系统梳理了“厂长负责制”成型的历史过程，

充分分析了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新闻媒体在“厂长负责

制”生成过程中的思想引领、观念推动、信息传播、舆论引

导与监督中的作用，既具历史意义，又有现实价值，尤其是

对于社会转型期的新闻报道具有较强的启迪意义。其二，作

者在新闻报道的回溯中充分结合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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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实践，并以此为背景，显示了作者开阔的视野和历史认知，

使这一传媒与社会互动的论文更凸显厚重感，也为发展传播

学的理论建构进行了较深层次的探索。作者在结论中的相关

分析大大提升了论文的理论层次，更重要的是为发展传播学

提出了若干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命题和思考，可见作者对丰

富中国发展传播学做出的努力。整体而言，论文结构完整，

层次清晰，颇具史家论文的扎实梳理特征，又有理论研究的

深刻分析特质，是一篇学术水平较高的博士学位论文。

在上述专家的评审意见之外，我以为韩利红的这篇博士论文还有

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在文献梳理上有草创之功。作者从十余年的《人

民日报》中搜集到最基础的原始资料，对《人民日报》追踪和参与“厂

长负责制”实行过程进行了全面、深入和条理清晰的分析研究，填补

了新闻媒体助推这一国企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的空白，它不仅是一项中

国当代经济史、中国当代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成果，还为后续的相关研

究提供了较为完整和翔实的资料，具有相当高的新闻史料价值。二是

在中国发展传播学个案研究上有贡献。作者运用创新扩散理论分析了

“厂长负责制”经由创新者邓小平倡导之后，经过《人民日报》十余

年的传播实践，使之走过了从认知阶段、说服阶段、决策阶段、实施

阶段到确认阶段的完整发展过程，为中国发展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一个

较为成功的案例，为丰富中国发展传播学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了自己的

努力。三是对新闻传播学中的伴随关系理论做了有益的探索。作者由

系统论原理出发，提出发展中国家的新闻媒体与主导国家经济、社会、

文化发展的政治系统是一种伴随关系，是国家政治系统中的一个特殊

的组成部分；国家政治系统对社会各阶层发挥引导和影响作用，很大

一部分工作是通过新闻网络这一伴随系统来展开的。但伴随系统之间

的关系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这就需要全面和辩证地把握新闻媒体的

双向传播职能，使其同时成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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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论文不可避免地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由于写作结构

的原因，历史发展的纵向线索较为清晰，但“史论结合”的论述中有

时难免会顾此失彼，一些章节“论”的成分仍有浓有淡，部分章节“论”

的剖析使人感觉仍不解渴，多少影响了这部分内容的理论性和历史价

值。希望韩利红在今后对此题目的进一步研究中予以弥补和完善。从

总体上讲，这篇博士论文选题富有独特价值，资料丰富翔实，梳理到位，

特点突出，并有一定的创见，作为导师我乐意推荐出版，以使更多的

人有机会分享这一有价值的成果。

是为序。

                                              

                                              2015 年 8 月于河北大学紫园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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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厂长负责制”企业管理制度改革及其法

律化形态《企业法》起草、修改与审议过程中，《人民日报》从 1978

至 1988 年对其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宣传报道，刊发了近两千条与该新

闻主题相关的新闻信息。这些新闻资料散见于《人民日报》第一至第

八版的各个版面中，林林总总，纷繁复杂，对这些资料的专门梳理分

析可视为中国当代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一块处女地。

“厂长负责制”是源于苏联、经过战时革命根据地和新中国成立

初期国营工厂实行的“一长制”完善而来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1978 年，

邓小平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厂长负责制”

是一个比较适合中国企业发展的管理制度。但是，国人的思想观念受

到极左思潮深重影响，很难一下子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传统观念

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面对社会现实的强大阻力，“厂长负责制”创新

者邓小平及其领导核心并未放弃和退缩，而是借助新闻媒体对其进行

了积极的宣传引导。《人民日报》对“厂长负责制”的报道系发展传

播学的一个中国案例。发展传播学将国家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视为发

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中国家的大众传媒带有明确的传播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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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将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目标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上，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建设，促进国家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

为此，发展中国家的新闻传媒努力与政府的行动保持一致，宣传政府

的施政纲领、传播政府的政策措施、报道国家的建设成就。经过十多

年的传播实践，“厂长负责制”经由创新者邓小平倡导，《人民日报》

加以创新扩散，走过了从认知阶段、说服阶段、决策阶段、实施阶段

到确认阶段的完整过程，为中国发展传播学研究或发展传播学中国化、

本土化提供了一个典型例证。

新闻媒体与政治系统的伴随关系是中国发展传播学的本质特征。

伴随关系是主动性决策理论中的一个概念。主动性决策源于中国古代

兵家谋略制胜的思想，即在战争中通过比较分析敌我双方各种条件，

主动地做出相应的决定，努力促使战局向有利于我方而不利于敌方的

方向发展，其核心理念是在解决问题和做出决定中贯彻主动性的原则。

发展中国家的新闻媒体对于主导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政治系

统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伴随关系，即国家新闻传播网络是国

家政治大系统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伴随系统，是国家政治系统中的一

个特殊的组成部分，国家政治系统对社会各阶层发挥引导和影响作用，

很大一部分工作是通过国家新闻网络这一伴随系统来展开的。它主要

有以下几方面特征：

（1）在伴随关系中，新闻传播的社会环境适宜性问题是进行决策

首先要考虑的条件。新闻传播环境是开展新闻传播活动所面对的各种

条件的总和，即制约新闻传播效果的社会网络。因此，在新闻传播中

要重视新闻的传播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一项报道在群众之中产生

反响，往往不仅是报道本身的作用。在某一报道播发的同时及其前后

一段时间，社会上所发生的事情往往构成这篇报道的传播环境和背景。

新闻只有选择适当的时机传播，才能收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同时避免

引起不必要的思想混乱。为此，国家政治系统在做出决策时，应当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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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考虑社会环境所提供的条件，方便新闻媒体更好地表达态度和意向，

进而达到预期的决策目标。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

讲话在《人民日报》两次发表、《人民日报》对彭真 1984 年初春关于

起草“工厂法”基层调研活动秘而不宣和刻意掩饰，均为这方面的例证。

（2）伴随系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在国家政治系统

与新闻媒体的伴随关系中，主要的方面是相生的关系，即相互依存、

彼此促进；但其中也包含着一定的相克的关系，即相互矛盾、彼此

监督。新闻媒体是国家航船上的瞭望者，对国家政治系统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观察、批评和监督，履行新闻传播的社会职责。在这里，需要

注意三方面问题：其一是全面和辩证地把握新闻媒体的双向传播职能，

使新闻媒体同时成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其二是高度重视新闻

框架在媒体报道中的作用，防止伴随系统中出现相互矛盾的现象；其

三是警惕新闻报道中的片面性和偏狭思维方式，避免给政治系统造成

负面影响。 

（3）将政治系统中的问题转移到新闻媒体伴随系统中解决。由于

新闻媒体在国家政治系统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与国家政治系统

形成重要的伴随关系，这使得国家政治系统在行使其政治效能时对新

闻媒体产生了很大的依赖性，政治系统中遇到的许多问题都需要转移

到新闻媒体这一伴随系统中来解决。其主要表现方式为：一是通过“预

宣传”的方式为国家政治系统的顺利运行疏通道路。《人民日报》在

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时期发动的关于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工交战线真

理标准问题补课、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破除“党政不分”和“政企不分”

及“大锅饭”观念等一系列大讨论，转变了人们的思想认识，为后

来的“厂长负责制”企业管理制度改革开通了道路。二是通过新闻报

道为国家政治系统打开“政策之窗”提供助力。在“厂长负责制”试

点始终难以决策的当口，《人民日报》刊发的福建 55 位厂长、经理的

“呼吁信”，掀起了席卷全国的“松绑”热潮，产生了强大的社会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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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层决策者提供了很好的决策依据，终于推开了国企“厂长负责制”

改革试点的“政策之窗”。三是通过新闻媒体为政府决策提供民众参

与的平台。《人民日报》开辟的《我说经济改革》专栏刊发了大量群

众对改革热点问题的讨论文章，为社会基层意见的下情上达、进入政

府决策提供了言论平台，有力地促进党和政府的宏观主张与普通公众

微观生活的“对接”，起到了新闻媒体组织公众进行政策讨论和辩论

的作用。四是通过传达民意的方式完善国家立法工作。《人民日报》

公开刊发《企业法（草案）》，广泛征求全民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

挥了大众传媒的信息通道作用，它对这一立法过程的介入和参与，初

步探讨了新闻媒体在政府决策形成与完善过程中进行宣传引导、采集

民意、反馈意见、形成舆论等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五是通过批评性

报道为国家政治系统正常运行清除障碍。新闻媒体的批评性报道是新

闻舆论监督的重要方式，它凭借的不是行政权力，也不是法律的效力，

而是新闻传播所形成的舆论力量。大众传媒所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促使有关部门纠正社会不良现象。

《人民日报》在关于“厂长负责制”的报道中，较好地做到了上

情下达、下情上达、传播信息、引导舆论，为新闻媒体引导公众参与

政府政策提供了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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