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 小 农 ，中 国传 媒 大 学 传 播 研 究 院 副 教 授 、

传 播 学 博 士 ；主 要 研 究 领 域 为 传 播 与 社 会 、

大 众 传 播 与 国 际 关 系 ，尤 其 是 中 国对 非 洲 传

播 ；已 出版 《超 越 非 洲 范 式 ：新 形 势 下 中 国

对 非 传 播 战 略研 究 》《从 形 象 到 认 同 ：社 会

传 播 与 国 家 认 同 建 构 》等 著 作 5部 ，在 《 新

闻与 传 播 研 究 》《现 代 传 播 》《新 闻 记 者 》

《 浙 江 学 刊 》《 国 际 问 题 研 究 》《 西 亚 非

洲 》《 国 际 观 察 》等 专 业 学 术 期 刊 上 发 表 论

文 40余 篇 。

联 系 方 式 ：longshu2003@ sina .cn



书书书

创新社会治理: 传播学的视角

龙小农 著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数据

创新社会治理: 传播学的视角 / 龙小农著 .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 8

ISBN 978-7-5068-4322-5

Ⅰ.①创… Ⅱ.①龙… Ⅲ.①传播学 －关系 －社会管理 －研究 －中国 Ⅳ.①在 D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 2014) 第 185716 号

创新社会治理: 传播学的视角
龙小农 著

责任编辑 许艳辉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山河明月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 邮编: 100073)

电 话 ( 010) 52257143 ( 总编室) ( 010) 52257153 (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 vip. sina.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鲁数码快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 /16

印 张 13. 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4322-5

定 价 29.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熟悉传播学起源的人一般都知道，传播学的诞生源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
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正是这种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以至于今天有人说传播
学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装。这话虽有挖苦揶揄传播学研究对象确定性
不强的意味，却也用形象的语言勾勒出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普遍性和适用解决问题
的广泛性。

事实上，传播学与其说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毋宁说是一种交互思维方式，一
种解决问题的视角，是一种哲学层面的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高岗教授
在 2012 年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建院十周年时即提出，“传播学将是人文社会科学的
第二哲学”。而早在 1999 年，西方传播学者罗伯特·克雷格 ( Robert Craig) 就
提出要对传播理论进行重新界定，抛弃将传播理论视作追求宏大理论而不断探索
的观念，而是把它视作一种元视角 ( meta － perspective) ，“依据这一视角对不同
实践理论的相对优势展开讨论”。克雷格还注意到传播理论与传播实践之间存在
着的紧密联系: “在传播这一实践学科中，理论的角色在于提供概念性资源，从
而推动对传播问题展开思考。”在其他科学领域与社会领域中，传播也许未成为
关注的焦点，但它也常常被认识是答案的部分内容。

传播学同时又是应用性学科，即用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学科。当下中国正
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时期，转型期出现的诸多社会冲突与矛盾，都需要传播学的方
法与原理、知识与技巧来指导解决。但是，当下的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却开始
走向高雅精致，紧密与政治接轨、与经济挂钩，但不是紧密与政治学、经济学、

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挂钩，立足社会、立足社会科学大类来进行新
闻传播教学与研究明显不足。这就导致新闻传播教育与研究越来越脱离社会、越
来越趋于空洞，或聚焦于传播技术，或流连于文本阐释。要想使新闻传播教育与
研究有创新性、有新突破、作用于当下社会治理创新，我们有必要向传播学的老
祖宗学习，借鉴传播学四大奠基人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卢温、霍夫兰的研
究视野、研究方法和学科背景。

其实，回顾传播学的学科发轫，不难发现，传播学无论是从知识谱系，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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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方法，都彻头彻尾地起源社会科学，它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学术起
源、主要奠基者都源于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实证学派如此，批判学派也不例
外。即便在传播学诞生七十余年后的今天，传播学的主要理论知识谱系均源于其
他社会科学的折射。再审视国外涌现的传播学经典著作，如哈罗德·伊尼斯的
《传播的偏向》《帝国与传播》，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的 《传播与社会影响》《模
仿的定律》等，无不是著者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角度介入传播学研究。更准确地
说，是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传播的思维方式、方法论，立足社会科学推出的
传世之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已经把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社会治
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当下政府和学界在社会转型升级时期急需解决的问题。运用传播的思维方式、方
法论来审视社会治理创新，我们会发现管理即传播、传播即管理，创新社会治理
其核心在于与时俱进地创新社会传播系统，畅通各种信息 ( 数据) 、物质、能
量、人力、诉求的传播渠道，并为以上社会构成要素的有序有效传播建立民主、

科学、规范的制度保障。
“媒介是人的延伸”，随着社会的媒介化，置身于社会中的人也越来越媒介

化。新信息传播技术的层出不穷、社会个体对媒介依赖的与日俱增，更加剧了社
会媒介化、个体媒介化的趋势。媒介将不同的个体聚集成群体，媒介将不同的社
会群体整合在一起，媒介成为将社会大众网罗在一起的网络。无论是信息传播还
是社会治理，都需借助这张无所不在、无所不连的网络。以微博、微信、新闻客
户端为代表的新媒体，成为亲朋好友之间交流的主要新兴媒体，社会动员和群体
聚集的便捷平台。面对因传播技术更新而带来的众多社会治理问题，社会治理者
如果不能诉诸“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思维，最终可能深陷网络信息的汪洋大海
而茫然失措、无法自救。

传播不仅塑造着社会，同时还预示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应对其间已然发生
的、尚未发生的、即将发生的以及应当发生的事件。如果传播确有其存在的价
值，那是因为传播服务于社会，社会存在于传播中并因传播而存在着。传播是维
系现存社会—经济结构合法性的手段，实现社会共同目标需要通过话语建构来推
进文化和社会共同体的形成。社会失序失范，那是因为传播失效传播缺失。因
此，从传播入手创新社会治理，应是若网在纲，有条不紊。故此，有效传播能力
应是社会治理能力体系中最核心的能力之一，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应是有效传播
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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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这样一种理念，笔者一直以传播学的视角关注中国社会转型升级时期的
社会治理创新，结合新闻传播业态和媒介形态的变化，撰写了一系列有关 “传播
与社会治理”的文章。本书即为系列已发表或未发表论文的结集，总共分为四
篇: 传播与社会运行管理篇; 传播与社会舆论引导篇; 传播与社会制度建设篇;

传播与社会价值传承篇。传播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贯穿于各篇，如线串珍珠，虽
散而不乱。

任何思考的结晶都是一定阶段的产物。书中或许有些思考与观点还不够成熟
或不合时宜，但为保存思索与探寻的轨迹，予以完整保留。从传播的角度研究社
会治理，才刚刚发轫，多学科系统深入的研究有待来者。本书汇集的这些粗浅疏
漏的文章，算是抛砖引玉，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书书书

目 录

传播与社会运行管理篇

“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述评 / 3

传播学视角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刍议 / 12

社会传播在创新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与功能 / 19

新闻媒体建构和谐社会的功能 / 31

传播与社会舆论引导篇

自媒体时代舆论聚变的非理性与信息公开滞后性的互构
———以“PX项目魔咒”的建构为例 / 39

I-crowd时代“沉默的螺旋”倒置的成因及影响
———以“PX项目事件”的舆论引导为例 / 50

标语口号传播的理论思考: 传播学的视角 / 61

宣传与社会动员
———以美国独立战争为例 / 70

透过烽火看传播
———战争与信息控制的恩怨情仇 / 80

传播与社会制度建设篇

媒体传播·观念嬗变·制度创新
———媒体参与和谐社会建构的制度性分析 / 89

公共事件推动新闻传播立法创新的作用及机制分析 / 100

秦汉时期传播控制模式分析



2 创新社会治理: 传播学的视角

———政治控制与思想文化传播自由关系初探 / 107

中西方传播立法控制模式对比分析
———一种历史文化比较的视角 / 116

权力与权利博弈均衡值之求证
———中国新闻传播立法思想之回瞻及评价 / 125

“全视之眼”时代数字化隐私的界定与保护 / 135

“人肉搜索”立法规范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兼与《论“人肉搜索”的法律是非》一文商榷 / 146

传播与社会价值传承篇

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的差异性与相似性 / 155

融合但不媾和: 知识分子参与现代传媒 / 171

电视应作为观众的合格对话者存在 / 183

新闻媒体的“他者意识”及其危害 / 195

滴水见光辉 “两小”现精神
———从报道“小人物”和“小事”入手构建和谐社会 / 199

结语篇 / 206

后记 / 208



书书书

社会是一个建立在不同分工基础上的有机体。

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协调发展，是保证整
个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信息传播承担着联络、沟
通、协调社会各组成部分的功能。正如约翰·杜威所
说: “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由于传播而存在，而且完
全可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因此，社会运
行管理的核心在于信息传播的管理，通过信息的有效
传播来确保社会的有效运行。

传
播
与
社
会
运
行
管
理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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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述评

【本文摘要】传播能力是社会治理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信息社会的到
来对社会治理者提升传播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之，“传播与社会
治理创新”研究映入学界和政界的视野，成为政府创新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
命题。学界自“构建和谐社会”话语提出以来，对传播与社会治理的研究
开始热乎起来。本文认为，要发挥传播在社会治理中的有效功能，必须回到
“社会因传播而存在”的原点，认清社会的本质，继而运用 20 世纪 70 年代
日渐成熟的现代系统科学理论，来重新结构社会传播系统并顺势运用这种传
播系统，推动社会转型升级、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关键词】信息传播 社会治理 研究述评

社会因传播而存在着并存在于传播中，有社会就有传播。无论从何种角度
看，传播都是衡量社会形态变迁的重要参照物之一。因而传播什么、不传播什
么; 怎样传播、向谁传播; 出于什么目的传播、要取得什么样的传播效果等，就
成为社会治理者首先要思考的问题。

从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角度来说，关于人类社会形变演变的历史阶段，有诸
多不同划分。美国发展传播学者丹尼尔·勒纳在《传统社会的消失: 中东的现代
化》一书中，将社会形态演变分为传统社会、过渡社会和现代社会; 加拿大传播
学者麦克卢汉在 《理解媒介: 人的延伸》一书中，将社会形态演变分为部落社
会、个体社会和地球村; 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在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一书中，将社会形态演变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 美国未来学
者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将社会形态演变分为第一次浪潮、

第二次浪潮和第三次浪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无论是何种划分依据，均将
传播行为作为一种重要参照。

从某种社会形态的治理来说，传播行为因其是社会整合、协同、突变，再整
合、协同、突变的重要生成条件，任何一个国家与政府都高度重视传播行为的治
理，而其社会治理的好与坏，取决于其能否有效建立社会传播系统并进行有效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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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在信息社会时代，信息成为社会最核心的资源，信源多元化、渠道多元化、

终端多元化，更为关键的是社会媒介化、个体媒介化，为社会治理带来极大挑
战。社会治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的有效传播，取决于信息传播的治理。传播
就是治理，治理就是传播，正当其时。本文拟就 “传播与创新社会治理”研究
做一综述，并结合现代系统科学理念阐述自己的一些观点与看法，求教于方家。

一、研究现状述评

社会是一个复合系统，其治理必须全面协调各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使信息

在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有序传播。自有社会以来，社会整合、信息传播、舆论
建构与引导，便是复杂社会系统治理面临的共同难题，社会的急剧转型，更增加
了社会治理的难度。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形态交叉重叠转型时期，社会风险与冲
突激增，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成为学界和政界必须直面的课题。

围绕社会如何管理这一宏大命题，众多学者从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历
史学等学科角度介入研究，并随着人类对社会演变规律认识的深化而提出众多的
理论学说。当人们意识到社会传播是社会系统的黏合剂和整合器的时候，从传播
角度入手研究社会管理就逐渐展开。就社会传播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国内外学
者主要围绕以下话题进行:

1. 社会传播与社会关系

美国社会学家杜威、库利、帕克、卢温、米德等，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等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即提出社会因传播而存在、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黏合剂、

传播与群体互动、传播与人的社会化等观点，从基本原理上阐述了传播与社会的
基本关系，奠定了传播学的重要学术理论渊源之一，也成为社会传播与社会治理
创新研究的理论原点。

2. 传播的社会功能

美国社会学家杜威认为，“有组织的信息”能帮助创造一个 “伟大的社会”，

而新媒介亦有助于形成研究潜能; 社会整体的存在高于社会个人的利益，而传播
的功能就是使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相协调。库利在 《社会组织》和 《社会进程》

等论文和著作中，阐述了现代传播是拯救社会的工具的思想。帕克认为现代传播
具有参考功能和表达功能，前者传播的是思想和事实，后者表现的是情感和
态度。

在承认传播与社会的关系上，拉斯韦尔在 《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
中提出传播的“三功能说” ( 环境监视、社会协调、社会遗产继承) ; 社会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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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扎斯菲尔德、默顿在 《大众传播、大众鉴赏力和有组织的社会行动》一文中
提出了大众传播的“三功能说” ( 授予地位、促进规范和麻醉精神) ; 社会学家
赖特在《大众传播: 功能的探讨》一文中继承发展了拉斯韦尔的 “三功能说”，

提出了基于社会学视野的“四功能说” ( 环境监测、解释和规定、社会化功能和
提供娱乐) 。至此，有关传播的社会功能基本达成共识，后期研究则继续深化细
化并验证。

3. 社会与政府、个人关系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著的《社会互构论: 世界眼光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
理论的新探索》提出了“社会互构论”，通过对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
具体研究，探讨了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结构和组织模
式的转换与变迁，揭示和阐述了这一总体过程和重大现象的本质; 熊培云著的
《重新发现社会》提出要重建社会，减少行政、经济权力对社会的消解，让社会
发挥自治功能，对创新社会治理具有启示指导意义。

4. 社会结构变迁

社会治理主要是对社会要素及其之间关系的管理，即社会结构的协调。在这
方面，中国社科院的陆学艺居功厥伟。他推出的系列“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
告”，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当下现状，认为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
结构的变迁是当下中国社会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结
构—系统论的视角。何晶的《大众传媒与中国中产阶层的兴起: 报刊媒介话语中
的中产阶层》，借助英国著名的话语分析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框架，

对中国的大众传媒，特别是 “中产报刊”在中国中产阶层兴起过程中所起的建
构作用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分析，得出了一系列有新意
的、颇具启发性的结论，为研究社会传播与阶层结构变迁提供了理论观照点。

5. 新闻传播与和谐社会建构

新闻学者郑保卫等编著的《新闻传媒与和谐社会建设》、童兵主编的 《科学
发展观与媒介化社会建构: 新闻传播学的视角》，对新闻传媒与和谐社会建设的
关系、新闻传媒如何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事业中发挥积极、有效的功
能和作用，以促进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和论述。相关
论文主要是论述媒介化时代，创新社会治理离不开新闻传媒，新闻传媒是社会共
同体的黏合剂; 创新社会治理要善待、善用、敢用新闻传媒，要尊重新闻传媒的
规律; 新闻传媒要自觉承担相应社会功能，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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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制度建设与社会治理

美国学者杰克·纳特在 《制度与社会冲突》中认为，制度既是造成社会冲
突的诱因，同时又是解决冲突的手段，关键在于制度如何与时俱进。胡鞍钢等编
著的《第二次转型: 国家制度建设》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第一次战略
转型，该战略无法解决和应对经济繁荣条件下日益突出的社会不平等、不公平、

不稳定及其他社会危机，提出要以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为中心的第二次战略转型，

目的在于通过国家制度建设实现全社会福利最大化，保证党和政府代表并实现最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学者李培林牵头的清华大学课题组完成的中国维稳政
策报告《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认为，将利益表达制度化，纳入规
范才是社会维稳的长久之道。

7. 创新社会治理

作为党培训高级干部的摇篮，中共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在推动创新社会

治理研究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其推出的相关著作和读本重在阐述为何要创新社
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的意义和必要性，但更多的是停留在政策层面的解读，立
足政府如何推动社会治理创新，鲜有从社会学、传播学、系统科学角度去研究分
析如何进行社会治理创新。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尽管社会治理作为宏大命题早已映入学界视野，但除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部分社会学家从社会学出发阐述传播对社会治理的作用外，

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很少深入探讨信息传播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作用与机制。既
然传播是社会系统的黏合剂和整合器，那么创新社会治理就必须从创新社会传播
系统入手，借助传播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对之进行综合交叉研究，

才能把社会传播与社会治理创新有效统合起来。

二、从传播入手创新社会治理的价值与意义

自国家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的重要讲
话深刻阐述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必要性。在中国社会转型
突围的攻坚时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攸关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社会发
展目标的实现。因此，研究社会传播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作用与机制，对加强和
创新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应用价值，急需我们从完善社会传播系
统、进行有效传播的角度入手创新社会治理。

( 1) 传播缺失和传播失效，导致社会管理失序，导致不同阶层和不同利益
集团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激化，导致社会整合难度加大，是当下中国社会治理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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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境之一。公共部门疲于应对的众多突发性、群体性、敏感性事件，即源于
此。因传播不当而引发的 “躲猫猫” ( 2009) 、“喝水死” ( 2010) 、“信不信由
你，反正我信了” ( 2011 ) 等舆论事件，因传播缺失而引发的 “抢盐风潮”
( 2011) 、“PX项目事件” ( 2007、2012、2013、2014 ) 等群发性事件充分说明，

创新社会治理必须从重构社会传播系统入手予以创新。
( 2) 传播即管理，管理即传播。社会的三大构成要素物质、能量和信息，

在社会系统必须有效流通。社会治理即是对物质、能量和信息在社会系统的流通
和交换的管理，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通和交换即是传播。从大系统和大传播角
度进行社会传播系统的创新，能立足宏观和中观的高度，解决当下社会治理存在
的本源上的问题，指导社会治理创新。

( 3) 社会的媒介化、传播的社会化、个人的媒介化，要求社会治理者必须
“善待、善用、善管”现代传播的一切手段。当今社会正处于 “网络传播革
命”，也被视为 “互动传播革命”的时代。创新社会治理如果不能研究利用新
兴媒介，无异于放弃一个重要的信息传播网络。国家成立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中央成立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可谓恰逢其时，有效运用网络传播创新
社会治理。

( 4) 传播是社会的黏合剂，社会因传播而存在。要创新社会管理，必然要
从根基上予以创新社会传播，必须从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有效传播角度去分析社
会传播系统对社会治理创新的作用，探索社会传播系统作用社会管理创新的长效
机制。信息社会的最主要的核心资源即信息，信息即生产力、信息即财富，所以
创新社会治理，当下最主要的任务应是创新社会信息传播系统，进行有效的信息
传播。

三、可以着手研究的内容

当前，中国正经历着深刻而重大的社会转型，不仅人们的利益格局、价值诉
求发生尖锐冲突，而且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化追求也发生激烈碰撞。原本潜伏的
社会矛盾表面化，原本鲜为人知的问题瞬间成为社会焦点，原本不为媒体传播的
事件而今成为整个社会热议的话题; 同时，新的社会矛盾代替了旧的社会矛盾，

新的社会问题代替旧的社会问题，新的社会冲突代替旧的社会冲突。这种冲突和
碰撞的直接表现就是群体性、突发性、敏感性事件不断发生。

而在一个传播网络密布、人人都是传播节点的社会，任何社会矛盾、社会问
题和社会冲突，都可能在这一传播网络中酝酿成为破坏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导火索
和爆炸点。如何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切实解决社会问题，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科



8 创新社会治理: 传播学的视角

学把握应对方法，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大课题。笔者以
为，借鉴前人研究视野及成果，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展开相关研究:

1. 传播在社会管理运行中的功能研究

当务之急，是加强社会传播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对社会治理创新的作用研究，

以建立社会传播作用于社会治理创新的长效机制。这就需要借助传播学、管理学
和社会学学科交叉综合优势，运用传播学的结构功能理论、管理学的系统科学理
论 ( 突变论、耗散结构理论和协同论) 、社会学的社会认同理论 /群体互动理论
等，对社会传播作用于社会管理创新的机制进行统合研究，实现作用机制的长效
化，以指导社会管理创新。包括社会冲突、社会认同作为两种相悖的社会状态及
由此衍生而来的社会冲突论、社会认同论，如何从不同角度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
理论与实证研究，什么样的社会冲突有助于社会治理的创新，如何借助社会传播
系统建构社会认同，实现社会协同，从而最终建构和谐社会等。

2. 传播与社会热点问题的舆论引导研究

国际广播、卫星电视、互联网络、跨国传播公司的建设和发展，使传播空间
日益全球化。国家与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联系日益密
切。信息和传播全球化趋势，意味着信息将以更大规模和更加快捷的速度传播，

意味着公民行为、政府行为和国家行为高度透明化。一旦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
件、敏感性事件处理不当，不仅会引起国内舆论的哗然，而且会引起国际舆论的
关注。如何在传播领域化被动为主动，化危机为契机，化问题为成效，这是提高
舆论引导力水平、完善社会治理能力建设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3. 传播推动社会制度创新的作用与机制研究

社会因传播而存在，传播也是推动社会制度创新的重要因素。20 世纪 80 年
代以来，新的传播技术给全球传播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信息技术、数字技
术将报刊、广播、电视三大传统媒体和数字报刊、移动电视、手机媒体、手机短
信、微信、博客、播客、微博客、论坛等新兴媒体融为一体，不同形式传媒之间
的藩篱已打破，原有的传播管理制度已被新的传播技术所突破，造成媒体结构、

媒体格局、媒体形态，以及传播体系、传播政策、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技
术、传播方式、传播速度、传播效果、传播安全等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必须进一
步加强我国传播业态和形态的变化对信息传播制度变革与创新的作用与机制研
究，以完善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政策制度体系; 加强新兴传播技术及其传播
形态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畅通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的作用与机制研究，为创新社
会治理提供制度建设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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