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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传播是什么？中外学者曾经给出过许多定义。而这一套题为“中国·传播·

世界”的丛书，显然是试图在这三个关键词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其中最主要的

关键词当然是“传播”，这不仅仅是试图突出学术探讨的专业性，更重要的是“传

播”这个词在今天的的确确成为我们社会存在的要素，被传播的信息构成了存

在的语境，无论是村庄院落的日常生活，或者是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人们对信

息的选择和阐释已经无法回避。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２０世纪中期初露锋芒的电子技术和通讯技术的

结合，在今天已经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这种硬件技术的创新，修改了工

业化和现代化的概念。从７０年代开始，由于信息技术的革命，与时间同步的远

程数据传输成为可能，资本流动的加速为随后的经济全球化提供信息配置。随

后在８０年代，世界逐步进入信息产业时代也就是后工业时代，民族国家之间的

竞争指标中，不再以硬件形式的工业产品数量（如钢铁产量）作为评估发展水平

的标准，而是在第三产业化的发展导向中，越来越注重象征形式的产品，软件形

式的信息产品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引导性在加大。这种借助于信息传播技术

所产生的国际传播逻辑的演变，可以称之为信息逻辑。如果说１９世纪的关键

词是生产。那么从信息逻辑出发，人们总结出２０世纪的关键词是交换。这不

仅仅是世界运行机制的一种哲学隐喻，更重要的是通过信息传播在受众心目中

产生的观念和想法的置换，是新的文化心理的培育和社会心理的发酵，使得信

息交换成为社会生产和社会实践的动力。在经济生产领域，这种交换推进技术

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在政治文化领域，这种交换使得信息发布的数量无限增长

并引发质量竞争，信息透明度的技术可行性在增长，成为个人、集体和社会发展

的导向性要素。

在今天，一个具体的社会时空可以通过信息触及到民族国家的制度边界或

者是成为全球传播的参与者。因为“蝴蝶效应”告诉我们，世界范围内的人们之

间的社会关系的强化，是可以通过信息链接成为可能。如果信息是一种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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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资本或文化资本，在其自我增值的过程中，倾向于超越所有空间的限制，对

信息交换的形式条件的创造成为一个技术演进的结果，即通过时间来打破空

间，这就产生时空的压缩效应，强化某种意识的可沟通性和相互依赖性。正是

因为全球化在加速普及人类生活经验的同一性，类似的信息效应的可移植性可

以激发类似的欲望。从某种意义上说，信息的传播过程如果得以成立，肯定就

是一种价值化行为和诱惑方式。在这种大范围、高速度的信息流通过程中，传

播主体的多元化使得信息的多元成为一种常态，那么信息的集中和离散并存亦

是一种必然。

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其实就是中国如何参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社会、经济和文

化的竞争，包括生产力竞争和象征符号的竞争。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社会和

世界的发展越来越受制于技术程序，如技术系统的同质化和标准化在增长，所

有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成为一个技术程序。技术的目标是要统

一，要规范，通过品牌形成市场半径。另一方面，文化系统的分化也在增长，出

现人与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和趣味差异。文化空间有固有的边界，独特的“核心

情感”以及身份认同需求。试图统一技术和文化的全球在地化将会是一个永远

在路上的乌托邦。因为在当今的信息条件下，对一个与全球化产生信息关系的

普通人来说，他所感受到的外来价值和本土文化的差异必然导致身份认同的多

重困惑。要检验传播效果，焦点在于受众在什么情况下是主动的。客观说来，

如何认识和打破这种困惑，成为我们思考的原点，比如说我们自身所处的社会

内部的信息挤压究竟是否具有社会意义？我们的国际观念如何产生一种真正

的对象意识？我们如何把握国际传播的历史逻辑的演化过程？我们能否从语

言交流的置换过程中找到我们的文化自信等等。希望这套丛书作者所提供的

思考能够激发和深化上述问题的探讨。

这套丛书的来源是近五年来在中国传媒大学通过答辩的传播学专业的博

士学位论文。特此感谢中国传媒大学“２１１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对这套

丛书提供的资助。

２０１１年８月９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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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国际传播与国家主权的历史研究

一、研究背景

鉴于本书讨论的问题，即传播全球化视阈下的国家主权弱化理论研究，有

必要说明的研究背景主要包括全球化、传播全球化、国家主权弱化的趋势。

１．全球化

全球化（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自国际经济领域衍生并拓展，但已经远远超越该领

域而成为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普遍现象。“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历

史变迁过程，其基本特征就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

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① 在当下的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

中，全球化成为了一种无所不在的现实，不仅如此，全球化作为一种认识世界和

解释世界的方法、理念和意识，其统治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权力之大，以至于

有学者呼吁“警惕全球化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全球化是一个真实的现象，我们

所抵抗的是那种全球化的命定论设想，我把它称之为全球化意识形态”。② 正如

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概念特征一样，全球化概念具有无限丰富性和争议性。有学

者经过考证指出，“全球化”一词最早由《哈佛商业文摘》的主编西奥多·莱维特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Ｌｅｖｉｔｔ）于１９８５年提出 。他撰文《谈市场的全球化》，用“全球化”这

个词来描述过去２０年间国际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即“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

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莱维特认为，全球化只是涉及到国

际贸易，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管理以及它们在世界各地建立工厂并销售自

①

②

俞可平．民主与陀螺［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５７．
［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Ｍ］．北京：中央编译出

版社，２００１：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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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产品的能力问题。① 如果这个考证成立，它暗合了全球化首先滥觞于经济

领域的言说，而更多的人认为全球化这个词汇的起源已经无从稽考。

我们能知道的是，当代全球性问题的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着手、７０
年代初面世的著名的“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

点》……这些报告及罗马俱乐部本身的思想活动触摸到人类存在的极为深层次

的问题……要确定某一问题的性质并提出单个的解决办法是困难的；每一个问

题都和其他任何一个问题相关；每一个针对某一问题的明确的解决办法会使其

他问题恶化或受到干扰……经验已经表明，不管社会和政治制度如何，当问题

处于发展的某种阶段时，他们往往越过国家边界向四处扩散，并造成了一种“全

球性的总问题”。② 在这个意义上讲，对于全球化的认识与研究正是基于“全球

性的问题”不断产生，而解决的方式、手段、思维等却延续历史的线性逻辑，最终

无法求得问题的圆满解决。这催生了新的理论、设想、思维等，从而去认识、解

释、处理变化中的世界与社会，有关全球化的知识生产也就由此而加速。全球

化对于各学科来说，实际上扮演着两个角色：一个角色是作为分析和研究的对

象；另一个是作为分析和研究的背景。前者是作为问题存在的，是变量；后者是

作为环境存在的，是常量。③ 这个判断对全球化在知识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给

出了一个总体性结论，也暗示着全球化含义丰富的可能性，因为变量具有无限

多的可能性。

从这个角度讲，上述学者考证出的莱维特的“全球化”概念不过是从经济角度

出发的一种解释，因为他所关注的是经济领域的要素流动问题。从制度主义的角

度讲，安东尼·吉登斯（Ａｎｔｈｏｎｙ　Ｇｉｄｄｅｎｓ）则认为，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制度在世界

范围内的扩散，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后果”。而这被罗兰·罗伯森（Ｒｏｌ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批评为忽视了文化和文明在定义全球化中的意义，他认为“全球化既指

在世界的压缩（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④但是全

①

②

③

④

Ａｌａｎ　Ｍ．Ｋａｎｔｒｏｗ（ｅｄ．），Ｓｕｎｒｉｓｅ　ｓｕｎｓｅｔ：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ｂｓｏｌｅｓｅｎｃｅ，Ｊｏｎｈ　Ｗｉｎｌｅｙ　＆Ｓｏｎｓ，１９８５：５３－６８．参见程光泉．全球化理论谱系［Ｍ］．长沙：湖
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２．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２－４．
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４５．
［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与全球文化［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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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不等于或者不能被看做是现代性的直接后果。“从根本上讲，全球时代意

味着以全球性（Ｇｌｏｂａｌｉｔｙ）来取代现代性（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对于个人和团体来说，这

也就意味着一种在行为基础和社会组织方面的全面变革。全球性至少在五个

方面使我们超越了现代性的种种假设。这五个方面是：由全部人类活动造成的

全球性的环境后果；由具有全球破坏性的武器导致的安全感的丧失；通讯系统

的全球性；全球性经济现象的涌现，以及全球主义的反省性———在有这种反省

性的地方，人们和各种团体都以全球作为自己确定信仰的参考系”。① 从空间压

缩超越民族国家的角度讲，全球化首先意味着社会、政治以及经济活动跨越了

边界，因此世界上一个地区的事件、决定和活动能够对距离遥远的地方的个人

和共同体产生影响。② 贝克则认为全球化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主权受到具

有不同力量前景、取向、认同以及网络的跨国性为题的困扰和削弱。全球化意

味着没有世界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世界国家和世界政府的世界社会，

“民族国家是未完成的国家，世界主义国家将取而代之”，③将全球化理解和阐释

为历史的转型。可以通过三个变量来衡量全球化的程度：空间的广度；时间上

的稳定性；跨国网络、关系和形象流动的社会强度。通过这三个维度可以清楚

地看到当代全球化的崭新之处。④

以上对全球化含义的诸多解释，充分表明了全球化的复杂特征和理论分

歧。因此，全球化的多维度内涵与外延意味着对其进行概念性定义是不可能完

成的工作，只能是从将要展开的理论探讨角度对全球化的含义进行局部性和局

限性概括。而对于研究者而言，全球化的知识生产背景与全球化引发的社会实

践背景，是绕不过去的社会与理论底色。从这个角度讲，全球化在本书中的功

能兼具两个方面：一方面，全球化是个常量，是论述得以展开的背景，是本书确

定选题的社会整体性提示；另一方面，全球化是个变量，特别是其分支领域———

传播全球化，是本书的研究对象。

①

②

③

④

［英］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Ｍ］．北京：商务
印书馆，２００１：９．

［英］戴维·赫尔德．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Ｍ］．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２．

［德］乌尔里希·贝克．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Ｕｌｉｒｉｃｈ　Ｂｅｃｋ，Ｗｈａｔ　ｉｓ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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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传播全球化

传播全球化是社会实践领域全球化的一支，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全球化的

延伸与拓展。“经济全球化从信息传播的意义上说，是跨国传播媒体成为全球

化资本增值和生产结构的主角。首先，跨国传播媒体有强大的资本实力来展开

一个新的信息传播市场。其次，在信息传播市场的经营方面，跨国传播媒体从

产品开发到管理控制上有各种相互协调的手段，一个内容可以通过各个媒体层

面（广播、电视、互联网和平面媒体）进行多次开发，在对内容的开发过程中所聚

合的信息素材又可以被纳入下一次内容开发，从而形成滚动性的生产链条。第

三，这种信息传播市场的聚合式链条效应能够产生最大的广告效应，形成广告

市场的集中化趋势”。① “传播的理论越来越被纳入新自由主义的自由交换模式

中，即越来越考虑到和目前的市场接轨的问题，越来越成为一种商品，知识分子

被逐渐整合成全球化的一个数据库。自１９８０年代开始，从特殊的文化类体上

出发形成新的跨国的信息传播生产机制，个人和集体信息文化接收机制在各个

不同的领域中成为一种消费活动。跨国公司生产的文化商品在不同的国家、不

同的领域都通行无阻，在不同社会群体不同的文化层次的接受范围中成为一种

消费”。② 从这个层面上讲，传播全球化的展开首先是立足于媒介产品的全球

化，是经济层面的资源交换和产品交换造就的一种后果，即资源与产品携带的

文化性与思想性的交流与传播，乃至制度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学习与反思。

按照阿芒·马特拉对《传播全球化思想的由来》的考证，第一个具有全球化

思想的人是马歇尔·麦克卢汉（Ｍａｒｓｈａｌ　Ｍｃｌｕｈａｎ），他提出了“地球村”（Ｇｌｏｂａｌ

Ｖｉｌｌａｇｅ）的概念，“地球村”的要义在于它把地区和民族的差异全都抹杀了，这个

全球化的社会独立于现实性、特殊性和民族性之外。③ 麦克卢汉关于由信息技

术进展克服地理限制使信息自由扩散的全球化含义，固然饱含技术乐观主义情

怀，但指出了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以及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的信息技术条件。

梅罗维茨（Ｊｏｓｈｕａ　Ｍｅｙｒｏｗｉｔｚ）在《没有地方的感觉》中认为：传媒的演变已经降

低了人们在体验他人和事件中身体在现场的重要性……现在，有形束缚的空间

①

②

③

陈卫星．信息传播中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悖论［Ｒ］．北京：北京广播学院中国首届传
播论坛，２００１（９）．

［法］阿芒·马特拉．传播全球化思想的由来［Ｊ］．国际新闻界，２０００（４）：１６．
［法］阿芒·马特拉．传播全球化思想的由来［Ｊ］．国际新闻界，２０００（４）：１３．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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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信息能够穿越墙壁、迅速在广阔的距离中穿梭……电

子传媒已经改变了时间和空间社会的相互影响的意义。①

在以互联网为标志的当代传播技术条件下，传播全球化在市场和技术的推

动下成为一种现实，即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全方位的沟通、

联系和相互影响。在市场经济的交换机制下，传播全球化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

打破空间和时间障碍的实施手段和操作程序，甚至模糊或打破民族国家的传统

界限，强化了各个民族国家在国际合作背景下合作的关系。② 传播全球化意味

着信息资源的全球化流动与全球化共享。它扩展了全球不同文化间的广泛交

流与共享，使跨文化传播成为人类日益普遍和频繁的、超越文化屏障、实现认

知、理解及互动的一种重要的沟通方式。③ “价格低廉的信息技术使信息穿越国

界变得越来越容易……通过电视、广播、传真和电子邮件进行的快速通讯消除

了长期确立的那种文化群体的界限。”④

大概而言，跨越时间、空间、国界、种族、民族、文化、发展状态与社会形态

的传播全球化，意味着媒介资本、媒介产品、媒介形式、传播主体、传播技术、

传播速度等各方面的全球性。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传播全球化的概念越来越

被人们所认可。虽然这个概念———如同经济全球化中讨论国家的作用、政治

全球化中讨论意识形态的作用、文化全球化中讨论本土文化的反抗———包含

着很多可以质疑的地方，但这并不妨碍它能够使用以及其中涵盖的社会意义

与学术价值。

３．国家主权弱化趋势

关于国家主权的讨论是个持久性和历史性主题，自欧洲经历三十年战争之

后的１６４８年签署《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定主权国家的国际规则伊始，这个主

题的讨论就与国际局势的特点和主权国家的作用相对应，呈现出不同的历史特

征和时代风貌。尤其是国际格局发生全球性的调整与剧变之时，如两次世界大

①

②

③

④

转引自［英］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２６．
陈卫星．以传播的名义———陈卫星自选集［Ｍ］．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２７－２２８．
杨瑞明．传播全球化———西方资本大规模的跨国运动［Ｊ］．国际新闻界，２００１（２）．
［美］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２００２：３－４．



 国际传播与国家主权６　　　　

战之后的每个历史阶段中，都有对国家主权作用的质疑或否定思潮的兴起，对

国际无政府社会状态下主权国家不能避免发生世界大战的历史反思，以及质疑

国家主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发挥稳定国际和平的功效，都有激烈争论。而

１９８９年柏林墙的倒下以及此后的冷战结束，则为国家主权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契

合当下时代脉搏的全球化背景。因全球化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意

识形态等要素的全球性流动，国家作为主权的主体性地位虽然依旧存在，但国

家及其拥有的主权权力受到的质疑却越来越多。

在全球化背景下，已经没有国家可以在封闭状态下生存，任何国家都必须

主动或被动地与国际社会接触；国际贸易与跨国资本的数量增长，以及跨国公

司与民族国家的权力纠结，是经济全球化打破国界限制的表征；虽然“第三波，

即二十世纪末的‘全球性民主革命’不会永远持续下去”，①但民主制度及其政治

理念的扩散对威权主义国家的压力始终存在；超国家组织的强大能量使国家在

国际组织的平台上进行合作，国家在主权让渡或共享主权下的双边与多边合

作，都已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常态模式；民族国家虽然仍是最有魅力的“想象共同

体”，但超越民族国家的认同生长是全球公民社会预示的趋势；意识形态的争论

虽然没有结束，但其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性及其携带的国际政治能量已经大

大降低；人权与主权的位阶高低虽然因国家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存在严重的政

治分歧，但保障人权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遵从的国际规则，并逐渐演变成为

一种“世界性的政治正确”；信息传播的控制虽然在每个国家不同程度地存

在，但全球性的信息接触因传播技术进步带来的可能性与可行性都在增加，

即使是那些信息控制很严格的国家，也因为新媒体技术的扩散，而正在使用

手机和互联网，等。

上述这些，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国家主权面临的挑战，也反证出国家主

权弱化的趋势，因为国家主权作为对外与对内最高的权力与权威，其流散与转

移的程度与速度，对于每个国家虽然有所差别，甚至是有着巨大差别，但“我们

接着看到的是一个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一直处于形成过程中的全球体系的大致

轮廓；在这个过程中，全球体系中的根本性决定因素———自治的民族国家———

正丧失其特权地位……这种变化包括政治和社会的大规模变化：世界地图在改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２０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Ｍ］．上海：上海三联书
店，１９９８：３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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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无论在经验上还是在理论上”。① “国家的疆土界限不再与经济和社会之上

的政治权威的范围和界限相吻合……领土国家早已丧失了它们一度拥有的在

其疆界之内对商品和服务产出的控制权，以及对知识和信息的创造、储存与交

流的控制权”。② “主要地归因于跨国资本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在２０世纪

晚期已经变得不切实际了”。③ 始于２００７年年初的美国次债危机，最终演变

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不仅仅是给全球化添加了一个最新的案例和一个最强

大的案例，而且是国家主权在经济与金融变量下的弱化案例，国家对经济与

社会的控制力在降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控制事态的发展，即使是作为全球

霸主的美国，也必须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以及国际组织的参与，来共同化

解危机。

关于国家主权弱化的趋势，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认为“全球化的鼓吹者

高估了跨国流动的规模、程度和创新价值；同时，他们也严重贬低了国家能力

的多样性与适应性，而这种国家能力是牢固地建立在长期形成的国家制度上

的”，但其也承认国家的职能与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确实发生了变化，“不可

否认的是，近现代以来，在民族国家内部确实发生了巨变”。④ 因此，“在目前

的全球性社会以及世界政治中，国家的主权性正在降低。确实如此，国家已不

再是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主体，也已经不是一个完全可以自我满足的政治经济

单位，而正在成为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结构的一部分”。⑤ 概括而

言，国家主权弱化的趋势已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权力与权威方

面都有体现，除了领土边界之外的所有权力边界都在全球化影响下发生了

变化。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Ｈｏｒ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Ｔｒｉｂ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Ｌｏｎｄｏｎ：Ｈａｒｐｅｒ　Ｃｏｌｌｉｎｓ，１９９４：２６４．
［英］苏珊·斯特兰奇．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Ｍ］．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前言．
［英］Ｄ·赫尔德，［美］Ｊ·罗西瑙，等．国将不国？———西方著名学者论全球化与国家

主权［Ｍ］．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６４．
［英］Ｄ·赫尔德，［美］Ｊ·罗西瑙，等．国将不国？———西方著名学者论全球化与国家

主权［Ｍ］．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８１－８２．
［日］星野昭吉．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世界政治的行为主体与结构［Ｍ］．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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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题提出

从上文描述的三个社会背景和理论背景来看，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冲击和

挑战，已经构成了社会底色与学术共识。但是，对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影响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全球化方面的国际制度的生长与力量、国际组织的强

大与能量、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主动性与被动性、国家与国际组织合作的可能

性与强迫性、全球议题增多导致的全球治理实践等因素使得国家让渡或共享主

权；经济全球化方面的国际贸易的数量与增长、跨国资本的力量与强度、金融资

本流动的速度与频度、劳动分工的国际化与精细化、人员流动的经常化与普遍

化等要素使得国家的主权功能与效用显得管控乏力；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全球

化方面的人权理念的推广与实践、民主理念的扩散与适用、意识形态斗争的隐性

化与非经常化等趋势对国家主权权威的号召力和民族国家认同的挫伤和分散；文

化全球化方面的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文化同质化的可能性、文化认同的多样化、

软权力的国际竞争强度增加等形势对国家主权凝聚性形成的挑战和压力等。

而本书要研究的问题是从传播学出发来论述传播全球化对国家主权弱化

趋势的影响。从信息交换和地缘政治的角度讲，民族国家是一种封闭系统，威

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空间取向，是将民族国家的内部疆界与外部世界的位置相对

固化，国家实行内外有别的自主管理模式，任何关涉主权的事务都需要得到国

家授权。在传播技术无法使信息跨越国家疆界的前提下，主权国家的过滤系统

决定着信息传播的内容、速度、频率、流量以及性质。在这个意义上，信息传播

的地理界限与国家权威的地理界限基本重合，主权国家几乎能够保持对所有信

息的监控状态。但是，传播技术的快速推进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急剧扩散，使得

传播全球化成为国际社会的现实，国家对信息传播的垄断权力受到限制。尤其

是伴随计算机和网络传播的广泛普及，传播主体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征，越

来越多的个人与组织可以进入全球计算机网络，向世界各地传播信息、观点和

图像。分散在不同主权国家内的人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信息、观点和图

像，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双重身份在同一主体间可以利用传播技术实现即时转

换。传播信息的超大容量和传播速度的瞬间完成，造成了国家管控乏力和不可

避免的信息漏出与渗入。信息传播的全球同步流通，逐渐模糊国内政治与国际

政治的界限，街头集会、抗议演说、官方声明、人道主义灾难等，都能够通过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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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电视或网络被整个世界即时知晓，国内政治的国际化与国际政治的国内化

成为一体两面。来自国际传媒集团的组织压力和资本压力，则迫使主权国家作

出部分让步换取政治安全和经济效益。

换言之，国家主权面对谁来传播、如何传播、何时传播、传播什么、传播给

谁、传播效果等问题时都面临着被弱化的风险。传播全球化的信息流动所形成

的开放秉性与国家的疆界封闭和权威垄断形成了极大张力，国家主权至高无上

的特征需要重新看待或者在新的意义上进行诠释。全球化的信息传播给国家

主权带来了压力和挑战，特别是对那些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后发地位的国家群体

而言更是如此，因为源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传播全球化，对后发国家群

体来说，更多的是一种被动状态，即使其“主动应对”，也是在发达国家制造的背

景下，而不得不采取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讲，“顺势而为”看上去好像是识时

务的明智之举，但根本上是一种不得已之举，原因在于所顺之“势”不是自身制

造，而是“他者”促动的社会状态。而且，在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超越主权

走向联合的同时代中，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后发民族国家尚未完成国家叙事。

这种不均衡的国家发展进程与状态，造成绝大部分后发民族国家与以欧美为代

表的发达国家存在一种历史性位差，即后发民族国家在２０世纪或２１世纪所在

努力争取的事情，是欧美国家在１８世纪或１９世纪已经基本完成的国家叙事。

这也就是说，传播全球化对不同的国家一定有着不同的影响，正如主权这种在

法律意义与象征意义上平等的国家属性，其实在国际政治实践中有着巨大差

异：大国政治与强国政治一直是国际社会的常态，小国与弱国的国家主权被漠

视与忽略的行为至今仍然存在。

但是，虽然不同的国家之间具有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因素，但是，传播全球化

对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主权有着普遍性的弱化冲击，因为从国家主权作为国家属

性的角度讲，传播全球化是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对国家这种组织形式及其主权

属性的影响。从全球化的当下形势与发展趋势来看，这已经并将继续迫使国家

及其主权属性做出调整，来回应包括传播全球化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全球化冲

击。正如鲍曼（Ｚｙｇｍｕｎｔ　Ｂａｕｍａｎ）理解全球化所指出的“‘时／空压缩’这一术语

概括了目前正在进行的人类状况参数的多层面改变”。① 时间压缩意味着传播

① ［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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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即时性取代了传播的迟滞性，空间压缩意味着主权的封闭性让位于主权的开

放性，两者之间的压力关系表现为：时间压缩的主动性对应着空间压缩的被动

性，传播的时间压力迫使主权空间尽可能开放。这也是本书问题的核心认识所

在，即传播技术、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渠道、传播机构、传播理念、身份认同

等传播全球化的表征，对每个国家及其主权属性都有冲击和挑战。正因如此，

本书试图在传播全球化的视阈下考察信息传播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同时考

察造成两者之间张力加剧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原因。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研究的问题与写作计划的提出主要还有以下两个

原因。其一是理论旨趣的偏好与坚持：笔者一直对与“国家的变形”相近的论题

颇感兴趣，国家这个人类社会最大的组织体的变化，折射了宏观的社会背景与

微观的个人状态。而主权是国家的根本属性之一，从这个概念入手可以更深刻

地理解国家这种人类组织形态的历史变迁及其动因。２００６年，笔者曾在自己的

硕士论文《国家主权理论的当代流变》中曾经进行了初步探讨，试图梳理国家主

权的理论认识和逻辑依据，回首细看，实在是相当粗浅，现在试图重新做点东

西，加以充实。其二是媒体实践经验的体悟：６年多的报纸时事评论与编辑记

者工作、短暂的网络新闻与评论工作、对广播与电视媒体的参与和体验，以及

与其他各种类型的媒体工作同仁的交流，使得笔者对信息传播与国家管制之

间的关系有着切身而深刻的认识。貌似相悖但实际上并行不悖的信息传播

过程与结果，其间充满着信息传播与国家管控的游戏与调适、信息传播的主

动性与国家管控的被动性、信息传播的无限可能性与国家管控的有限能动

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笔者对信息传播与国家主权的关系进行深入研

究的兴趣。

三、研究回顾

１．全球化研究

关于全球化研究的文献汗牛充栋，基于研究对象和各个学科之间的差异，

不同的学科对全球化研究的理论维度相异，本书试着做了如下表格加以整理与

区分，并开列了部分相关文献（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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