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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平衡报道”理念源于西方，自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接办《宾夕法尼亚报》时首次提出后，一
直被奉为新闻报道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新闻界致力追求的职业目标。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经孙旭培教授引介，在中国新闻界引发对新闻平衡报道的重视和探讨，
相关研究得到了深入发展，涌现出一批非常有价值和影响力的学术成果。

当前，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到来，利益群体的分化和社会矛盾的加剧，社会政治民主化
进程的加快，媒介市场化带来的竞争加剧，新媒体的异军突起，争议性与不确定性的问题越来
越多，新闻失衡现象也日趋严重，平衡报道的作用和意义更加突显。正如作者书中所述，审时
度势，从当前媒介生态发展的动态环境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环境来看，平衡报道已成为提升新闻
报道水平，促进媒介生态平衡和社会良性发展的时代诉求。

该研究将平衡报道置于媒介生态背景中进行全面多维、动态发展、系统全面地透视和剖
析，立足现实和实践，结合大量的案例分析和调查研究，采用质化与量化研究相结合、微观与宏
观研究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系统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平衡报道进行了理念溯源、本体研
究、现状考察、实践分析和对策研究。该书的出版，具有多重意义。

首先，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实践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明晰地阐述了平衡报道的理念内涵和
发展演变，分析新闻平衡报道的内涵和基本要素，突出其作为新闻专业理念的本质，推进了该
理论研究的向前发展。

其次，书中深入剖析了媒介生态中各种因素对平衡报道的制约和影响，揭示“平衡报道”理
论与实践的复杂性及多面性，不仅有利于深化业界对平衡报道的价值体认，强化新闻工作者的
平衡意识，而且有助于准确全面地认识其发展现状和现实困境，从而更好地探索实现对策，促
进平衡原则在中国新闻报道实践中更好地运用和发展。

此外，书中对中西方主流媒体对新闻平衡的实践运用、相关的传媒法规及在中国的发展轨迹
的梳理可圈可点；对新媒介生态下平衡报道的发展契机和存在问题的探讨，更值得引起全方位关
注和深入分析研究，可谓抛砖引玉，足以引发学界、业界对自媒体时代新闻报道的深刻思考。

但无可否认，对新闻平衡报道的研究可以说是一次“学术探险”，在研究资料及专著缺乏的
情况下，难度不言而喻，许多问题仍需进一步丰富和深化。譬如作者从媒介生态的视角出发，
对新闻报道实践中媒介生态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的把握，仍需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探究。

是为序。
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海贵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２日于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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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自１７２９年提出“平衡报道”理念后，西方新闻界一直将其视为新闻报道实践中必须遵循的
原则和追求的目标。当前，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到来，利益群体的分化和社会矛盾的加剧，
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媒介市场化带来的竞争加剧，新媒体的异军突起，新闻失衡现象日趋
严重，平衡报道的作用和意义更加突显。平衡报道已成为提升新闻报道水平、促进媒介生态平
衡和社会良性发展的时代诉求。

本研究将平衡报道置于媒介生态背景中进行全面多维、动态发展、系统全面地透视和剖
析，立足现实和实践，结合大量的案例分析和调查研究，采用质化与量化研究相结合、微观与宏
观研究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系统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平衡报道进行理念溯源、本体研
究、现状考察、实践分析和对策研究。期冀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推进该理
论研究向前发展，明晰平衡报道的理念内涵和发展演变，深化平衡报道的价值体认，突出其作
为专业理念的本质，强化新闻工作者的平衡意识，准确全面地认识其发展现状和现实困境，探
索实现对策，从而促进平衡原则在中国新闻报道实践中更好地运用和发展。

第一章，从历时性维度研究新闻平衡报道的历史演进，梳理其理念演变、西方主流媒体对
新闻平衡的实践运用、相关的传媒法规及在中国的发展轨迹。

第二章，对平衡报道进行本体研究，分析新闻平衡报道的内涵和基本要素。
第三章，深入剖析媒介生态中各种因素对平衡报道的制约和影响，揭示平衡报道理论与实

践的复杂性及多面性，以及在当代中国新闻实践中平衡报道的现实困境。
第四章，考察平衡报道在“争议性事件、国际报道、司法案件、社会新闻以及弱势群体”等新

闻报道领域的实践现状，探究新媒介生态下平衡报道的发展契机和存在问题。
第五章，选取《人民日报》、《南方周末》、《新京报》分别作为党报、综合类报纸和都市报的代

表，并结合相关的新媒体报道考察，对典型案例如“７·２３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的媒体报
道进行深入分析研究。

第六章，在理论研究、现状分析和实践考察的基础上，从新闻报道的微观层面、媒介组织的
中观层面，以及政府、社会、公众等宏观层面，进行多维且富有针对性的对策探究，探索如何把
握好新闻平衡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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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平衡报道理念源自于西方，滥觞于１７２９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接办《宾夕法尼亚报》时指
出：“当人们各持异议的时候，双方均应享有平等的机会让公众听到自己的意见。”平衡报道自
提出后，一直是西方新闻实践中遵循的原则和新闻报道追求的目标。

在中国，平衡报道的研究起步比较晚，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被学者孙旭培以“拿来主义”的方法
引入，在理论研究和媒介实践中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和发展，但对平衡报道的理念内涵仍
不清晰，对平衡报道普遍缺乏深刻的价值体认，存在着许多片面理解，且未能充分认识平衡报
道的复杂性和必要性。平衡报道作为新闻界的专业理想和价值追求，面临着许多现实困境，在
质疑和坚守中不断寻求突破发展。

同时，理性地观察媒体实践，回归到新闻传播的本位来思考和看待新闻报道，并未能很好
地遵循和贯彻平衡原则。近年来，新媒体的异军突起，媒体新闻报道失衡的状况日趋严重，客
观上造成并加剧了媒介生态的失衡。当前媒介生态环境濒临失衡的边缘，亟须探索媒体新闻
报道的新观念和新思维。如何做好平衡报道，是一个应该高度重视但并未得到足够重视的重
大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碎片化”、“断裂”的社会，“中国总体性社会在很短时间内发生解体，
整个社会被切割为无数的片段甚至是原子”。① 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不同社会成分的诉求
共存于一时，而这些诉求本来是应当属于不同的时代。”②随着社会转型期社会冲突矛盾的加
剧，争议性与不确定性的问题越来越多，平衡报道的作用和意义更加突显。中国社会政治民主
化进程的加快，媒介市场化带来的竞争加剧，新闻工作者平衡意识的增强，受众媒介素养的提
高，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新闻平衡报道的实践。审时度势，从当前媒介生态发展的动态环境和
当代中国的现实环境来看，探索研究并实现平衡报道不仅是新闻报道实践的现实要求、媒介自
身发展的需要、媒介生态和谐发展的需要，更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诉求。

媒介的发展无不受制于媒介生态环境的影响。媒介生态环境不仅决定媒介制度、媒介的
发展水平、媒介的改革方向和改革力度，而且决定着媒介的行业规范、职业理念和运作方式。
从媒介的生态环境出发，媒介研究才能更加丰富和深化。对新闻平衡报道进行研究，应当全方
位、多视角地考察分析，在广阔的媒介生态背景中全面、多维、动态、发展地透视平衡报道的制

●１

①

②

孙立平，李强，沈原．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近中期趋势与潜在危机［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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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因素和现实困境，才能更好地认识和贯彻平衡报道。
因此，笔者探索将平衡报道放在媒介生态环境中加以考察，对平衡报道进行系统性地深入

研究，期冀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更高的理论视角，同时立足现实和实践，
尽力推进这一研究向前发展。

（一）理论意义
首先，平衡报道理论研究存在相对欠缺性，以及诸多需要进一步关注和明晰的问题，使得

平衡报道研究具有较大的理论开拓和创新空间。国内外平衡报道的相关研究，研究总量相当
有限，研究成果也很单薄，目前尚未形成完整而清晰的理论体系，研究有待深入。在国内，虽然
有了一定数量的深入研究，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将平衡报道作为一种技巧和策略的研究，探
讨实践中如何避免新闻报道失衡；而且对如何做好平衡的策略分析往往只着眼于新闻报道本
身或具体案例，大多是发于“实践中的失衡现象”，止于“实践中的策略研究”，平衡似乎成为新
闻报道的一种“策略性仪式”，忽略了其作为专业理念的本质。在理论层面的研究论述很少，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行深入探索的研究相对欠缺，对平衡报道理论的发展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虽然应用新闻学的研究应“源自实践，回归实践”，但如果理论研究的滞后，不免“画地为牢”，无
法科学地指导实践，导致平衡报道难以实现，因此本研究不仅具有较大的理论开拓和创新空
间，研究意义也不言而喻。

其次，研究视角和研究路径的拓展和创新，能进一步推进和丰富平衡报道的理论研究，促
进理论完善。

笔者一改以往研究者“新闻报道实践”的视角，从媒介生态的视角切入，在发展变化中的媒
介生态环境中加以探索考察和研究分析新闻平衡报道，目的是将媒介生态观念作为观照和研
究平衡报道的理论架构，运用媒介生态学的整体观照、多维透视、动态分析的基本观点，用全
面、联系、发展的观点看待和分析平衡报道，从更高层次的生态视角和多学科视野给媒介工作
者和理论研究者以启示。

研究路径上，除了实践考察，还对平衡报道进行理念剖析、本体研究和现实思考，有助于正
确认识和理解平衡报道的理论内涵，增强对平衡报道的价值体认，促进平衡报道理论的丰富发
展和完善，探讨真正能建设性地指导媒体实践的平衡理论。

此外，新闻平衡报道作为新闻界的职业理念和专业理想，目前仍在困惑与质疑中发展实
践，新闻如何平衡必须要在当前的媒介大生态环境中探究其实现形式，打破理念和形式之间各
执一端的误区，更需要深刻认识新闻平衡的进步意义和局限性。新闻平衡在获得普遍认可之
前，这个范畴的内涵和相关理念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讨论，这种讨论对于确立平衡报
道的新闻职业意识是至关重要的。

（二）实践意义
首先，有助于强化新闻工作者的平衡意识，让平衡意识泛化为新闻工作者的一种普遍意

识，对提升新闻报道水平大有裨益。
其次，媒介生态学的视野下探寻做好新闻平衡报道，不仅着眼现实，保持对当前媒介生态

总体态势的清醒认识，而且能更加准确和深刻地认识平衡报道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困境和实践
现状，推进平衡原则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更好地运用和发展，为媒体及从业者提供有价值的
借鉴。

第三，平衡报道研究是对媒介功能和责任的当代审视和重新认识，对新闻实践中平衡原则
和理念的重视和发展，对新闻报道的改革和发展也颇具参照性和启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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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做好平衡报道对于表达自由的实现、媒体自身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都有重大
意义。论文对新闻平衡报道进行研究，有助于推动深层次社会问题的解决，促进媒介生态和社
会的良性变迁与发展。

二、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一）关于“平衡”理论的研究
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各学科有诸多论述，如植物、生物学中“自然共生、进化稳定策略”

的平衡原理、被打破的平衡理论；社会科学中的机械静态平衡论、让步调节论、冲突平衡论、控
制平衡论、动态均衡论、互助共生论、博弈均衡理论、和谐理论等。

在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中，对平衡理论有一些初步的研究和应用，如传播学研究中“社会
心理学”范畴下海德的“认知平衡理论”、纽科姆的“对称理论”、奥斯古德的“调和理论”，等等。

１．认知平衡理论

１９５８年，心理学家海德（Ｆ．Ｈｅｉｄｅｒ）提出了改变态度的“平衡理论”。“平衡理论”也被称
为“Ｐ－Ｏ－Ｘ理论”，Ｐ与Ｏ各代表一个人，Ｘ是第三者或态度对象。“平衡理论”假定Ｐ－Ｏ－
Ｘ之间的平衡状态是稳定的，排斥外界的影响；不平衡状态是不稳定的，会使个人产生心理上
的紧张，并产生恢复平衡的力量，这种紧张只有在恢复平衡状态时才能消除。海德的“平衡理
论”考虑的是一个人会在自己的认知架构内，组合彼此间对人和对物的态度；强调一个人对某
一认知对象的态度，常常受他人对该对象态度的影响，十分重视人际关系对态度的影响力。海
德认为，人类普遍地有一种平衡、和谐的需要，指出“在平衡状态中被感知的个体与所感觉的情
绪无压力地共存”，一旦人们在认识上有了不平衡和不和谐性，就会在心理上产生紧张的焦虑，
从而促使他们的认知结构向平衡和和谐的方向转化。“平衡理论”使人们可以用“最小努力原
则”来预计不平衡所产生的效应，使个体尽可能少地改变情感关系以恢复平衡结构，成为解释
态度改变的重要理论。

２．对称理论

１９５３年，由美国社会学者纽科姆（Ｔ．Ｍ．Ｎｅｗｃｏｍｂ）提出，又称“Ａ－Ｂ－Ｘ”对称模式（Ａ－
Ｂ－Ｘ　Ｍｏｄｅｌ），是一种关于认知过程中人际互动与认知系统的变化及态度变化之间的相互关
系的假说。纽科姆提出“对称”（ｓｙｍｍｅｔｒｙ）的概念以区别海德的“平衡”，同时指出人有对和谐
的需要，并用“趋向对称的持续张力”表达这种需要。纽科姆研究的对象是一个最简单的传播
行为模式，即个体Ａ传达信息给个体Ｂ有关某事Ｘ的信息。这个模式由３种要素、４种关系
构成。３种要素是：认知者Ａ，对方Ｂ，认知对象Ｘ；４种关系是：Ａ－Ｂ感情关系，Ａ－Ｘ认知关
系，Ｂ－Ａ感情反馈（Ｂ对Ａ－Ｂ感情关系的认知），Ｂ－Ｘ认知反馈（Ｂ对Ａ－Ｘ认知关系的认
知）。Ａ－Ｂ－Ｘ对称模式探讨人际关系，把传播视为一种维护人际关系的互动过程。这个模
式中的Ａ和Ｂ代表不同个体，与他们对Ｘ的态度密切相关，三者形成共生同动的关系，不管哪
一方态度的转变都会带来现有结构的变动，而传播就是这个结构稳定与变化的关键。纽科姆
的对称理论，更强调个体之间为了达到“协调一致”而进行传播。

３．调和理论
奥斯古德的“调和理论”，假设人在和外部环境“不一致”时会产生心理紧张和不舒服感，而

这种紧张和不舒服感会导致人的内心压力，人会因为这种内心压力而努力推动自己通过态度
改变等方式来和周围环境取得“一致”。这种理论着重研究个体、“客体对象”及“信息来源”三
者之间的调和关系。根据“调和理论”，一个人（Ｐ）接受信息来源（Ｓ）的主张时，对这个来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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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己的态度，同样，在对待客体（Ｏ）的时候，也有自己的态度。在三者的关系中，Ｐ对于Ｓ和

Ｏ是否喜欢以及喜欢的程度如何，都将决定“调和状态”（或“一致状态”）存在与否。调和理论
指出，当人对信息来源和客体对象态度相似，而信息来源对客体对象主张否定时，不调和都会
存在，一个不平衡的状态要么只有一个否定关系，要么所有关系均是否定的。奥斯古德的“调
和理论”，强调个体对“信息来源”的态度具有重要意义。

（二）“平衡报道”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１．平衡报道在西方的研究现状
“平衡报道”理念最初源于西方，是西方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之一。自本杰明·富兰克林

接办《宾夕法尼亚报》首次提出后，在新闻自由思想和客观报道法则的不断推进中，“平衡报道”
理念得到了深入发展，业界非常重视并受到认可，也成为西方新闻实践中普遍遵守的重要规
则。但西方新闻界对“平衡报道”的理论研究成果数量相当有限。

关于平衡报道的研究只是见于一些专著中的零星论述以及部分论文中的相关论述。如美
国密苏里新闻学院１９８０年出版的《新闻报道与写作》一书中指出：“新闻报道应当求得平衡、公
正和客观。”梅尔文·门彻（Ｍｅｌｖｉｎ　Ｍｅｎｃｈｅｒ）在其著作《新闻报道与写作》中认为，平衡是报道
要素之一，指出新闻报道必须平衡而公正，须把矛盾中的方方面面都呈现出来，对平衡所作的
界定：“尽可能给每一方，尤其是让受到指证的一方有说话的机会。”①

平衡作为“客观性”操作原则的研究。如美国学者盖伊·塔奇曼（Ｇａｙ　Ｔｕｃｈｍａｎ）在分析
“客观性原则”时，为区分新闻事实与主观判断，拟定了记者所应遵从的４项“战略步骤”：①提
供争论双方的“观点”，以便识别冲突情况下对手之间的真实主张；②提供代表这些真实主张
的确切表述；③直接用引号表明这是消息来源而非记者之言；④首先依照以提供最多的“事
实材料”的方式组织报道。② 美国著名的政治家仙托·艾英戈和唐纳德·Ｒ·金德在《至关重
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中指出，作为一种职业意识形态，客观性包括３项承诺：独立
（新闻应该不受政治威力的左右）、平衡（新闻在表现上应该不偏不倚）、客观（新闻应该仅仅陈
述事实，其中不能渗透主观判断）。③ 加拿大的罗伯特·哈克特、赵月枝在《维系民主？西方政
治与新闻客观性》中分析新闻客观性中也深入阐释了平衡的概念、平衡与宗教传播等。④

加拿大的学术机构弗雷塞研究所⑤（Ｆｒａｓ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将新闻中的“平衡”与报道的“忠实性”
完全等同起来，认为新闻媒体可以而且应该像镜子一样反映出“事实真相”，并创办了一份名为
《关于平衡》（Ｏ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的月刊，以监督加拿大的新闻媒体在向公众传播信息时是否“忠实”。

国外有关“平衡报道”的专题研究论文不多，根据外文文献的数据搜索，相关研究主要集中
在：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与平衡的关系，如Ｔｈｏｍａｓ　Ｈａｖｅｎ　Ｍｉｌｌｅｒ，Ｊｒ．博士学位论文《关于“全
球变暖”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和平衡：英国和美国的“非小报”跨文化比较》；⑥新闻报道的真实或
准确性与平衡的关系，如Ｃｌａｒｋ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Ｅ．《关于报道的准确性和平衡问题：美国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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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美〕梅尔文·门彻（Ｍｅｌｖｉｎ　Ｍｅｎｃｈｅｒ）．展江译．新闻报道与写作［Ｍ］．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３．４４；６２．
赫伯特·阿特休尔著．黄煜，裘志康译．权力的媒介［Ｍ］．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９．１５１．
〔美〕仙托·艾英戈，唐纳德·Ｒ·金德．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Ｍ］．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８７．
〔加〕罗伯特·哈克特，赵月枝．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５９～７３．
Ｆｒａｓ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加拿大成立于１９７５年的一个智囊团，创始人是右翼经济学家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ａｌｋｅｒ，该机构主要靠加拿大保守
派的大公司资助，公开支持自由企业，但反对贸易联盟和政府对经济的干涉．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ａｖｅｎ　Ｍｉｌｌｅｒ，Ｊｒ．，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Ｎｅｗｓ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ａ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ｎｄ　Ｕ．Ｓ．Ｎｏｎ－ｔａｂｌｏｉｄ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Ｋｅｎｔｕｃｋｙ，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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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界关于自闭症疫苗之争》；①偏见对媒体报道的影响，如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Ｆｉｃｏ和 Ｅｒｉｃ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
《选举新闻中偏见对平衡报道的影响分析：２００６年美国参议院选举的报道评估》，②等等。这些
关于新闻报道中的“平衡”研究，基本上都采用选取典型案例进行文本分析的方法进行。

２．中国的研究
在中国，平衡报道的研究起步比较晚。学者孙旭培在研究我国报道方法演变的基础上，结

合国外的报道经验，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引入“平衡报道”理论并加以中国化。
（１）关于平衡报道研究的相关著作和学术论文
近年来，我国许多学者开始关注新闻报道的平衡研究，出现了一些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但迄今为止，除了赵雅文《全球化与国际平衡传播》③（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７年），尚未出现其他以
新闻平衡报道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新闻平衡报道的相关研究主要散见于学者著作的
章节中，主要探讨新闻平衡的内涵、新闻报道实践中的失衡现象、平衡报道与对外传播、平衡报
道与司法公正以及新闻客观性中的“平衡”等。如李希光专著《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畸变的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和《转型中的新闻学》（南方日报出
版社，２００５）；刘建明《新闻学前沿———新闻学关注的１１个焦点》（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郭卫
华《新闻侵权热点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０）；孙旭培在《新闻学新论》（当代中国出版
社，１９９４）中的《论新闻报道的平衡》一文以及专著《新闻传播学法》（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张
桂珍等著《中国对外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彭加发《新闻客观性原理》（台北三民
书局，１９９４）等。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ＣＮＫＩ）上，以“文献标题”为检索项，以“平衡报道”为关键词，时
间跨度为１９８０～２０１１年，剔出重复和不相关研究，查询到相关研究论文８８篇，其中１９８０年代
平衡报道的论文只有论文２篇，１９９０年代６篇，２０００年以后为８０篇。从２０００年开始，新闻界
关于平衡报道的研究论文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尤其是２００３年以来新闻平衡报道研究关注度
逐渐提高。这些数据客观上说明学界、业界对于平衡报道的关注程度的变化；同时，这种变化
与当时新闻实践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背景，以及新闻界面临的实际问题和当时关注的热点
问题或突发事件密切相关。如２００３年中国发生的“非典”、“美伊战争”，２００８年的一系列大事
件如“３·１４”事件、“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以及后来的“邓玉娇案”、“气候门”事件、“校
园系列惨案”、菲律宾人质事件、国庆６０周年等的媒体报道都成为平衡报道研究的热点案例。

（２）研究内容
通过归纳和总结发现，国内对平衡报道原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本体研究、实务研究以及相

关的边缘研究。
本体研究主要对“平衡报道”的概念、内涵以及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研究。
孙旭培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最早提出了新闻报道“平衡”概念。他认为：“平衡就是在突出报

道一种主要因素时，还要顾及其他因素，特别是相反的因素；在突出报道一种主要意见时，还要
注意点出其他意见，特别是相反的意见。”在《论新闻报道的平衡》一文，他还指出：“对报道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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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雅文．全球化与国际平衡传播［Ｍ］．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７．４７～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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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手法，应作辩证地理解……平衡手法所追求的目标，是更准确地反映事物及其内外联系，
是表现令受众更加信服的倾向性，是寓倾向性于全面、客观、公正之中。”①提出了一种有“重点
偏向”的两点论式平衡报道，渗透了哲学渊源的唯物辩证法。

郭卫华在其《新闻侵权热点问题研究》一书中认为，“平衡报道”就是“客观、中性刊登被报
道人之间的论争，在性质上属于‘客观报道’的范畴。”并且可以通过以下两条途径来实践。首
先表明“本报道不代表报社意见等”；同时“还应给被报道人提供充分的答辩机会，即发表被报
道人对前一报道的态度，以平衡对待每一种意见”。② 此新闻平衡论更接近于西方的纯客观主
义，是对西方客观报道理念的移植和延伸。

谌达军在《平衡报道兴起的社会动因》一文认为，“报道的平衡原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从
报道内容来看，分为事实平衡和观点平衡；从编辑策划角度来看，分为战术平衡和战略
平衡。”③

彭伟步认为，“所谓平衡性报道，主要是指新闻报道中既有不利于某一方的内容，也应
该有有利于该方的内容。就某一篇报道来说，这种平衡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报道中
当事双方都有话语权，有说话的空间；二是报道与评论之间求得平衡，亦即事实和观点要保
持平衡。”④

实务研究主要体现在新闻报道的平衡把握与策略探讨，致力于探讨新闻平衡实践的实现。

这类研究大都着眼于新闻传播中的失衡现象，以分析失衡的原因，并探索平衡策略。如李希光
教授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对国际传播的失衡现象进行了细致研究，在其专著《妖魔化中国》
和《畸变的媒体》中剖析了媒体偏见产生的根源；在《转型中的新闻学》一书第五章新闻的“平
衡、真相、偏见”⑤中将新闻的平衡分为新闻事实、新闻观点、新闻议题３个方面进行阐释，并提
出在采访中平衡对待被采访者，使用中性的新闻语言的新闻采访与写作策略。复旦大学李良
荣教授在《试析当前新闻报道的平衡原则》一文中认为当前我国媒体新闻报道失衡问题严重，

并提出了破解此难题的４个方面对策：拓宽新闻的信源渠道、把握好单篇报道的平衡、重视报
道的整体平衡、制度保证。⑥ 也有从各类新闻报道中或具体案例出发的研究平衡实现；如柴静
《话语权的另一半———调查性报道中的平衡原则》和《调查性报道中的平衡技巧》，卢家银《平
衡：经济报道的新思路》，李冬梅《社会新闻报道的平衡性研究———以〈南方都市报〉“邓玉娇案”

报道为例》，李百明《灾难报道的平衡把握———以半岛都市报汶川地震系列报道为例》，赵雅文
《精确新闻报道的平衡把握与体现》，王磊《解读〈每周质量报告〉的平衡报道》，张文祥《犯罪新
闻报道的价值冲突与平衡———以系列校园血案和菲律宾人质事件报道为分析对象》等。

随着平衡报道意识的增强，相关的边缘研究也明显增多，学界和业界开始从多维的视角探
讨新闻平衡报道，相关研究如下。

平衡报道与司法公正。孙旭培教授在《新闻传播学法》一书中分析了平衡新闻报道与公正
审判的基本原则，指出：“媒体对在审案件的报道必须遵循客观、真实、公正、平衡的原则。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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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旭培．论新闻报道的平衡：新闻学新论［Ｍ］．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４．２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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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做到不偏不倚，不能偏袒一方。”①近年来在许多司法案件中，媒体的舆论监督却极大地
干扰了司法独立，出现了大量关于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的研究，相关的代表性论文主要集中研
究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如范玉吉《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平衡》②等。

新闻平衡与国际传播。张桂珍在《中国对外传播》中指出，掌握好平衡报道的艺术是对外
传播的新思维之一，并分析新时期中国的对外传播中要想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应该如何做到报
道平衡，并深入探讨了“平衡”的概念及平衡报道。③ 还有一些代表性论文如涂露芳《论国际新
闻报道的平衡》等。

新闻客观性中的“平衡”研究。翻开众多探讨新闻客观性、客观新闻学的文章，很容易发现
一个事实，对客观性的研究实际上绕不开平衡的话题。邵志择在《新闻客观性原则：态度和方
法的悖谬》一文中，开篇就指出：“无偏见（ｕｎｂｉａｓｅｄ）、无党派色彩（ｕｎｃｏｌｏｒｅｄ）、平衡化
（ｂａｌａｎｃｅ）、公正（ｆａｉｒｎｅｓｓ）等就是客观性的具体要求”。④ 台湾学者彭加发在《新闻客观性原
理》指出“客观报道的意涵是正确、平衡、公正与不含偏见的报道”，并总结了实践客观性原则的

５种方法，将平衡处理资讯列为实践客观性原则的重要方法之一，而其他方法如忠于事实、祛
除偏见、保证事实的完整性也都包含了平衡的必然要求。⑤

平衡与真实、全面、倾向性等比较研究。如翟先锋的《平衡报道才能达到整体真实》，⑥吴
麟《报道的平衡与全面》，⑦马建国《新闻报道的平衡性和倾向性———对伊拉克开战报道的分析
与比较》⑧等。

此外，根据相关检索发现，仅有一篇博士论文研究平衡报道，即复旦大学赵雅文的《社会转
型与新闻平衡报道》。该文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着眼研究，指出由于“社会断裂”引发了一系列
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必然投射到新闻报道中，从报道内容、报道对象、报道倾向、报道角色

４个方面分析了新闻报道的失衡，结合实践，得出平衡报道主要实现途径：内容真实、中立立
场、中性操作和艺术表达。

硕士论文有以下５篇。

重庆大学张红梅《论“新闻平衡”报道及其对媒体公信力的影响》。该文从媒体新闻运作的
角度出发，以议程设置与框架理论的平衡为基础，对日常新闻报道最易出现的新闻失衡报道的
文本作了技术分析，并就失衡报道的内容、环境等作了梳理和分类，考察其对于受众的舆论以
及报纸的公信力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徐露芳《论新闻报道的平衡》。该文对平衡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源于对新闻
报道客观公正性的思考，指出平衡是客观性原则在形式上的首要要求，从理论上探究了新闻报
道平衡的内涵及社会意义，并从实践（新闻写作和新闻编排）的角度归纳平衡的具体手法。

华中科技大学石磊《论平衡报道在我国诉讼报道中的运用———以“富士康３　０００万起诉记
者案”的报道为例》。该文以“富士康３　０００万告记者案”的报道为例分析，分析诉讼案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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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严重失衡现象、失衡的原因以及保持平衡的方法。
暨南大学陈小枚《从〈纽约时报〉看美国的“新闻平衡”》。该文对《纽约时报》的２００３年美

伊战争报道专题进行内容分析发现，《纽约时报》将其倾向和立场隐藏在巧妙的信息处理技术
中———通过议程设置、新闻启动和新闻架构，把一些观点灌输给读者，阻止另一些观点产生，指
出《纽约时报》并非真正具有新闻平衡，并非真正“客观、公正、不偏不倚”。

华中科技大学杨志为《平衡、中庸与言论自由———两种新闻报道思想之比较》。该文主要
对中庸与平衡两种新闻报道思想进行比较分析。

其他涉及平衡报道研究的有：陈军论文《论新闻框架中的“偏见”及其规避———以国内三家
日报对“富士康案件”的报道为例》，刘旸论文《中国对外新闻报道策略研究———以新华社“汶川
地震”的对外新闻报道为例》。

３．研究发现
不置可否，上述平衡报道的相关学术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和实践指导作

用，但通过研究发现，平衡报道研究仍存在以下许多问题。
理论研究相对欠缺，具有较大的理论开拓和创新空间。学界对平衡报道的理论研究很少，

鲜见平衡报道的研究专著，尚未形成完整而清晰的理论体系。平衡报道的概念不够清晰，也未
形成一致的基本观点，亟须正确认识和理解平衡报道的理论内涵，增强对平衡报道的价值
体认。

实务研究明显多于理论研究，相关的边缘研究逐渐多元化，使得平衡报道的研究不断丰富
和切合新闻工作的实际，能更好地在现实意义上指导业界实践。不足的是类似的研究数量还
不够多，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案例不充分，就已有的研究而言，系统性不强、侧重策略经验的
总结。

此外，新闻界对新媒体的新闻平衡报道关注不够，尽管这是一个新闻界急切并需要思考的
问题，但是相关的文章和著作基本没有，这与实践的要求很不相符。

（三）媒介生态学的相关研究

１．国外媒介生态学的研究起源与进展
从全球来看，北美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发源地，分为加拿大的多伦多学派和美国的纽约学

派。“媒介生态”一词最早是由加拿大媒介理论家和哲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Ｈ．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ＭｃＬｕｈａｎ）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提出的，将其作为一种比喻，麦克卢汉的相关经典著作包括两本
研究媒介和文化的《古登堡的银河系》（１９６２）、《理解媒介：人的延伸》（１９６４）以及与其子艾里
克·麦克卢汉（Ｅｒｉｃ　ＭｃＬｕｈａｎ）合著的《媒介法则：新科学》（１９８８），还有一些精辟论述如“媒介
即讯息”、“冷媒介和热媒介”、“地球村”等。

将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它的根本关注点就是技术，尤其是媒介技术发展对人类文化的
影响和塑造，并由此阐发以技术为核心的媒介环境如何改变了人类的思考方式和组织社会生
活的方式。纽约学派的尼尔·Ｍ·波兹曼（Ｎｅｉｌ　Ｍ．Ｐｏｓｔｍａｎ）在１９６８年的演讲中最早正式提
出“媒介生态”概念，并将媒介生态学定义为“将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由此“媒介生态”成为媒
介研究中正式学术领域的专有名词，同时波兹曼还是最早将媒介生态学研究机构化的创建者。
媒介生态理论第一部著述是波兹曼的首批博士生、美国学者克里斯汀·Ｌ·尼斯卓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Ｌ．Ｎｙｓｔｒｏｍ）的《面对媒介生态理论：人类传播系统研究理论范式集锦》（１９７３）。

刘易斯·芒福德（Ｌｅｗｉｓ　Ｍｕｍｆｏｒｄ）被视为媒介生态学方法的创立者，他的著作《科技与文
明》（１９３４）有助于定义媒介生态学的“媒介时代史学”，《机器的神话（第一卷）：技术与人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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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１９６４）和《机器的神话（第二卷）：权力的五边形》（１９６６）这两本书为以媒介生态学的方法分
析技术对文化的影响提供了极好的例证。加拿大的政治经济学家哈罗德·英尼斯（Ｈａｒｏｌｄ
Ｉｎｎｉｓ）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方法的另一位重要学术奠基人，他的著作《帝国与传播》（１９５０）和
《传播的偏倚》（１９５１）属于最早探讨传播媒介内在的时空偏倚如何影响文化的一批书籍。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学者乔舒亚·梅洛维茨（Ｊｏｓｈｕａ　Ｍｅｙｒｏｗｉｔｚ）开始关注大众媒介内容
及其反应，重视媒介与环境的关系，认为媒介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受众选择媒介受社会环境
制约的同时，媒介对社会具有强大影响力。此外，他将受众纳入情境概念，认为传播行为受受
众制约，必须根据受众类型选择合适的传播方式与信息。因此，其媒介理论“把媒介研究纳入
社会环境分析之中，从而开辟了一种社会学视角”。①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美国的媒介生态学主要研究各种媒介符号和信息本质以及传送特
性，考察传播符号和传播学的物理结构如何影响文化。近年来，美国媒介生态学研究领域的代
表人物主要有兰斯·斯瑞特（Ｌａ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和凯萨·林文刚（Ｃａｓｅｙ　Ｍａｎ　Ｋｏｎｇ　Ｌｕｍ）等，曾于

２００２在《新泽西传播学杂志》上主编了关于媒介生态学学术渊源的专辑。代表作：《刘易斯·

芒福德与科技生态学》。② 该文结合刘易斯·芒福德的“科技时代史学”、“有机科技论”以及他
对“王权机器”的批判等３个方面的成就对存在于芒福德的媒介生态理论进行了讨论。陈星翻
译、林文刚著的《媒介生态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该文主要介绍媒介生态学在北美的学术
起源简史，探讨了媒介生态学兴起的社会、政治和学术背景，对媒介生态学典范理论问题、媒介
时代史学、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等问题进行了讨论。③ ２００３年，我国华夏出版社出版邵志择翻
译、美国大卫·阿什德著的《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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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法国的社会学家和神学家加奎·埃吕尔（Ｊａｃｑｕｅｓ　Ｅｌｌｕｌ）也是媒介生态学历史上的
另一位重要人物。他的著作有《技术化的社会》（１９６４）和《宣传：人类态度的形成》（１９６５）。在
日本，媒介生态学研究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受到关注，最早提出“信息产业”的梅倬忠夫从生态学
的角度展开对信息社会的研究，但是日本学者更多地使用“媒介环境”一词。研究成果方面，东
京大学社会情报研究所和新领域创成科学研究科为佼佼者，其中具有影响力的著作如２００１年
版月尾嘉男和滨野保树、武邑光合编的《媒介环境原典（１８５１～２０００）》一书。

２．媒介生态学的国内研究概述
国内学者对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明显晚于国外。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清华大学尹鸿教授

较早提出“媒介生态”一词，在《电视媒介：被忽略的生态环境———谈文化媒介生态意识》（电视
研究，１９９６）一文中指出，“媒介生态学关注的是与人的生存相关的动态的变化的媒介环境，媒
介对于人的作用、作用过程、方式，特别是人类如何限制、控制、修正对媒介的使用，以维护、保
持一种健康的平衡的媒介环境，使人与媒介、媒介与人之间保持一种和谐互动的良性关系。”④

２００１年，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邵培仁教授发表了两篇文章，开国内媒介生态学研究
风气之先，引发了媒介生态学的大探讨：一篇是《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新闻界，

２００１），运用传播学和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和知识，积极探索大众传播中微观、中观、宏观系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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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林飞．社会传播学［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１２１．
〔美〕林文刚．媒介生态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Ｊ］．中国传媒报告，２００３（２）：４～１６．
同上．
尹鸿．电视媒介：被忽略的生态环境———谈文化媒介生态意识［Ｊ］．电视研究，１９９６（５）：３８～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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