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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年代的

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
‘

廖圣清

一
、

研究的背景

自 年正式引进以来
,

传播学在中国大陆获

得长足进步
。

传播学的引进和发展
,

对新闻传播的

理论研究和教育以及传媒实践
,

都产生了一定的积

极影响和显著作用
。

现在
,

中国传播学正面临发展

的大好良机
, “

新闻传播学在中国的境遇
,

已经与主

要发达国家
‘

接轨
’ ,

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

也是当前

中国高等院校系统中所能争取到的最高学科地位
。 ”

叻口何进一步推动中国传播学的健康
、

快速发展
,

成

为一个极具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重要课题
。

实际上
,

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发展问题
,

一直为中

国大陆新闻传播学者密切关注
,

并时而引发热烈探

讨
。

这些讨论使得他们更加科学
、

客观地看待中国

传播学研究与国际传播学研究之间的紧密关系
,

也

更加激发了他们在国际传播学舞台上作出中国学者

应有贡献的欲望与热情
。

同时
,

他们愈益感到对国外

传播学研究 特别是最新发展情况 的了解不够
,

势

必制约中国传播学研究与国际传播学研究的对话和

交流
。

为此
,

有学者大声疾呼
,

介绍 世纪 年代

的传播学新理论
,

掌握最新情况
, “

这方面 工作 几

乎还没有人在做
,

九十年代人家都在谈新问题
,

而我

们还在嚼人家七八十年代的东西不也太落后 了吗

如果这些工作都没做
,

在远远低于人家学术水平的

情况下
,

怎么能谈跟上人家的步伐
。

怎么能够搞出比

人家高的东西呢
”

〕

因此
,

我们选取
“

世纪 年代的西方传播学

研究
”

作为本文的考察对象
,

试图通过分析 年代

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的发展状况
,

从整体上揭示西

方大众传播学的发展趋势
,

弥补我们 目前对此了解

不足的缺陷
,

为中国传播学研究提供参考资料
,

并推

进其获得更大发展
。

二
、

研究的问题

众所周知
,

本体论
、

认识论和 目的论是社会科学

的三个基本核心
。

本体论是指
“

研究什么
”

,

认识论是指
“

如何研究
” ,

目的论是指
“

为什么要这样研究
” 。

如

果我们能把握住这只个基本核心
,

就能够洞察大众

传播理论以及其它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脉络与意

旨
。

从这一基本要求出发
,

并结合此前的相关研究
,

本研究将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考察分析 世纪

年代的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
。

、

研究人员的构成情况

库恩认为
,

虽然科学是由个人进行研究的
,

但它

本质上是集团的产物
。

他指出
“

科学的知识 ⋯⋯本

质上是一个团体的共同财产
,

否则它什么也不是
。 ”

因此
,

库恩特别强调科学社群在科学认识和科学

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

他认为
,

科学社群是连接个别科

本文为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
”

三年行动计划
”

资助项 目《 世纪九十年代的西方 大众传播学研究 》的成果之一
。

本研究得

到张 国良教授
、

祝建华教授
、

潘忠党教授
、

郭忠实教授的指导
,

并提供相关资料
,

初稿于 年 月 完成后
,

得到王邦佐教

授
、

丁淦林教授
、

张 国良教授
、

张骏德教授
、

戴元光教授
、

吴信训教授
、

张味华教授等学者的批评指正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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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与整体社会经济结构的桥梁与枢纽 科学社群

的活动在一定的程度上决定了科学的发展
,

并由此

决定着科学的本质特征
,

因此
, “

科学的生存与发展
,

端赖于科学社群的基本特征
。 ”

我们的研究问题是 年代西方 大众传播学

研究的研究人员的构成情况如何
、

研究的合作情况

教 授 在 分 析 肠
年以 前的研究趋势时

就发现
,

论文作者的人数发生了变化
。

在第 卷中
,

合作的论文只占
,

而到了第 卷时
,

这一数字

达到了
,

他还预测合作研究的数量将进一步增

加
。

教授对此的一个重要解释是 一些研究

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
,

使得吸收多人智慧的需要增

加
,

即研究难度的增加
。

我们的研究问题是 年代西方大众传播学

研究的合作情况如何
、

研究的主题

众所周知
,

年代末
,

以欧洲为代表的批判学

派迅速崛起
,

整个国际传播学研究由此变得多元
、

繁

荣
。

经验主义和批判学派有着截然不同的立场和前

提
。

前者将自己置于现行的体制之中
,

总体上接受它

的价值和目标
,

并为最佳效果的发挥和改良做出论

证和分析
。

后者主要研究大众媒介的内容及其控制

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
。

这一立足点决定了它们有不

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
,

也决定了它们之间在方

法论方面相互攻击的基调
。

一般认为
,

将这两种学派对立起来的说法
,

开始

于 年英国批判学派学者 柯瑞 的著作

《大 众 传 播 与 社 会 》
。 。

。

年代
,

批判学派与传统学派的对立情

绪依然很大
,

门户成见依然很深
。

但开始出现取长补

短
、

相互借鉴的趋势或苗头
。

比如
,

传统学派已意识

到自己的研究视野过于狭窄
、

问题过于琐碎
,

而开始

向更综合
、

更概括的方向努力
。

卡茨 年代末就提

出媒介效果随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观

点
。

一些传统学者如 罗杰斯也有意识地推动两

派学说的交融
。

在传统学派控制的国际传播学会中
,

增设
“

传播哲学
”

作为第九个研究部门
。

年在夏威夷召开的国际传播年会
,

以
“

典范

对话
”

为主题
,

首次形成两大学派共同探讨的局面
,

研究者更加努力地试图整合传播学科
。

我们的研究问题是 在此背景下
,

年代西方

大众传播学的研究主题有何变化
、

研究的方法

综观传播学研究的发展
,

研究方法随着对传播

这个概念的意义
、

过程
、

和理论认知的变迁
,

有着很

明显的更迭
。

最明显的改变是由
、

年代实

验方法操纵的单元取向
,

转化为近年来的方法多元

取向
。

而且
,

传播学者逐渐发展出一些属于传播学科

自己的研究方法
。

在传播学发展史中
,

有关传播学方法论的第一

次冲突发生在 世纪 年代左右
,

代表人物分别

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宗师阿多诺和
“

行政管理研究
”

的

创始人拉扎斯菲尔德
。

它是传播学研究中经验的方

法和人文的方法的首次交锋
。

由此以来
,

经验主义方

法和批判学派方法的冲突就未曾中断过
。

传播学方法论的第一次冲突的意义表现在两个

方面 一是美国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才有

了真正的对立面
,

有了一种外在的推动力
,

促使它对

自己的研究方法进行思考和修正 二是批判学派开

始直接参与美国的大众文化论战
,

为当时蓬勃展开

的大众传播媒介效果研究
,

从政治
、

文化和意识形态

方面提供更加深刻的分析
。

自 年代起
,

传播研究开始向人文领域大量

取经 包括政治经济学派
、

文化研究
、

女性主义
、

后现

代主义等思潮
。

传播学术研究从此进人一个多元典

范的时代
。

年 功 专集

《发酵中的领域 》的出版
,

显现出传播学术研究的一

番新气象
。

我们的研究问题是 在此背景下
,

年代西方

大众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有何变化

、

研究的媒介类型

印刷媒介是许多大众传播研究的焦点
。

《新闻季

刊 》一篇回顾 年到 年研究情况的文章揭

示
,

这一时期在该刊上发表的 篇研究论文中
,

的文章 篇 是关于印刷媒介的
,

而涉及广播

和电视的文章大约仅为
,

大约有 的文章兼论

印刷和电子传播媒介
,

还有 的文章没有具体涉

及大众传播媒介
。

其他研究也证明了印刷媒介在

大众传播研究中的主导地位
。

但是
,

这些研究都是来源于同一本期刊 —《新

闻季刊 》
。

同时
,

我们知道
,

电视是当今社会中许多群

体接触率最高的媒介
,

对电视社会影响的关注
,

激发

了学者深人的探讨
。

另外
,

年代中后期
,

新的媒

介互联网得到快速发展并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
,

引

起研究者的注意和研究兴趣
。

由此
,

我们希望了解印

刷媒介是否仍然在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

我们的问题是 年代的西方大众传播学研



新闻大学 秋

究的媒介类型是什么
、

研究的社会资助

从大众传播研究获得社会资助的情况
,

了解哪

些研究获得了资助
,

哪些单位提供了资助
,

可以分析

大众传播研究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
。

与其他学科相比
,

传播研究所受到的资助是有

限的
。

有研究通过对抽样选出的在 年一 年

期间在《新闻季刊 》和《舆论季刊 》上发表的 篇新

闻与大众传播研究论文分析后发现
,

这些研究中只

有
,

即 的项 目
,

得到资助
。

而对抽样选出的

同期发表在 《美国政治学评论 》
、

《美国社会学评论 》
和两种心理学杂志上的 篇论文的分析则表明

,

这些研究中
,

大约 得到资助
。

政治学
、

社会学和

心理学研究越来越多依靠政府资金
,

新闻与大众传

播研究的资助依然以大致相等的比例由大学
、

政府

和私人机构三方负担
。

资助新闻与大众传播研究的

经费一直主要被用于定量研究 占得到资助的研究

的
,

其中主要采用实地调查
,

主要考察分析有

关大众传播的使用和效果的问题
。

我们的研究问题是 年代西方大众传播学

研究获得社会资助的情况如何

三
、

研究的方法

、

大众传播学研究与其它学科的关系

大众传播学作为交叉学科
,

与其它学科关系紧

密
〕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

大众传播学积累
一

许多

研究成果
,

但自身是否已经成熟
,

是否仍强烈地依赖

其他学科的研究养料
,

大众传播学对于其它学科的

影响和贡献如何

有研究考察 年代一 年代传播学期 刊

之问以及 与其他学科期刊之间的相 互引用情况
,

结

果显示
,

年代
,

传播学期刊增多
,

明显分为大众

传播和人际传播两类 这两类期刊内部相互引用
,

但

相互之间不引用 它们都引用其它社会科学的主要

期刊
,

但是其他社会科学的主要期刊并不引用传播

学期刊
。

口 这反映大众传播学研究还在很大程度 上

依赖于其他学科
,

但不为其他学科所依赖
。

我们的研究问题是 年代西方大众传播学

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何
、

欧洲大众传播学研究与美国大众传播学

研究的差异

如前所述
,

年代以来
,

西方学者就大致形成

对欧美媒介研究风格的区分
,

即把他们对应与经

验研究 与批判研究
。

我们的研究问题是 年代的欧洲大众传播

学研究 与美国大众传播学研究有何差异

本文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
,

内容分

析
、

引证分析和文献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并用
,

从 上

述七个方面揭示 世纪 年代西方大众传播学研

究的整体状况
。

、

研究资料的选取
、

内容分析

墨顿运用结构功能理论探讨 了科学社群的运作

方式
。

他认为
,

科学社群通常会透过报酬
、

沟通以及

仲裁等系统来规范科学社群内的成员
,

而学术期 刊

始终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

近二十多年来
,

有许多以

实证方式来研究科学社群的方法陆续被提出
,

其中

最为重要的
,

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则是
“

书刊测量

法
”

即一种用来分析书刊中的作者
、

参考文献以及

文本内容等信息的测量指标
。。

与此同时
,

学界越来

越认同
,

要 了解学者的研究兴趣
、

关注焦点
,

最行之

有效的手段就是检索其专业期刊 卜所发表的论文

要总结一段时期学术研究的发展概况
,

最便捷的方

法就是对主要学术期刊进行内容分析

我们选取国际传播学界的五本核心期刊作为主

要 考 察 对 象
。

这 五 本 期 刊 是
川。 〔

《传播学学刊 》
、 ,

‘
·

《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 》
、

汀 山 , 。

族 《广
’

播电视

与电子媒介学刊 》和 即 口 月 《舆论

季刊 》
、

行 《欧洲传

播 学 学 刊 》
。

前 面 四 本 分 别 是 由
。 。 国际传播学会

,

简称
、 《通

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
,

、

广播电视教

育 学 会
,

和 ‘
、

美国舆论研究学会
,

等四

家设在美国的国际性学会所出版的官方 刊物
。

总部

设 在 欧 洲 的
。、 二 国 际 大 众 传播 学 会

,

,

在规模与影响上接近上述学会
,

但其至今

没有官方刊物 我们以《欧洲传播学学刊 》代替
,

因为

它是欧洲地区主办的有国际影响的一本期刊
。

这五

本期刊均号称面向全球
、

没有地区偏向
,

采用匿名审

稿制
、

其投稿采用率在 一 之间
,

显著低于其他匿

名审稿期刊的采用率
。

我们选定 年
、

年和 年 毛年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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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年代的早期
、

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
。

我们

对这三年的上述五本期刊的所有论文进行内容分

析
,

分析单元为文章 按通常的做法
,

书评
、

短讯
、

读

者来信等非研究论文均不计人
。

上述五种期刊皆为季刊
,

同时由于三本期刊

方 。。

年 第 期
,

万

年第 期
,

几石 。

伽 到

年第 期 空缺
,

本研究一共对 本期刊的 篇

论文进行了分析
,

见表 一
。

对传播学的形成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政治学
、

社

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期刊
,

包括
、

。。行 肠
、

、咫 丁 协 石 五是与传播学研

究 密切相关 的信息科学 期 刊
,

包 括

寺。 、

叮 法 万

万 刀 、

。

表 一 论 文 的 数 量 分 布 情 况

时时间间 期刊名称称 合计计
「

年年

年年

年年

合合计计

斌 , 川

理
分

、

。习 巨
、

曰 如
, 川 苗

、

五 切 庶
、 , 。 ,习。厂

川 。

、

引证分析

期刊的引用
,

是学科内部或学科之间信息流动

的重要标志
。

我们可以通过传播学期刊之间以及与

其他学科期刊之间的相互引用情况
,

来分析传播学

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
。

我们采用引证分析的方法
,

对 年 的电子数据进行分析
,

考察传播学

期刊与其它学科期刊之间相互引用论文的情况
,

分

析传播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
。

由于我们只能获

得 〕年的数据
,

我们希望以此反映 年代后

期的最新情况
。

我们一共选取了五类 种期刊 一是大众传播学期

刊
,

包 括 。 ‘
· 、

枷
石

、

了
、

川

含早期的
、

汀

阳 咭
、

万
、

哪
。 , 正 ￡ 二是人

际传播学期 刊
,

包括 河 瑟 知 儿
、

几刃 、
亡

三是舆论研究期刊
,

包括 石 即
、

叮 石 即 石 四是

、

侧

内容分析所测量的变量包括研究人员的构成
、

合作研究情况
、

研究主题
、

研究方法
、

研究的媒介类

型
、

研究的社会资助
、

欧洲和美国研究等
。

、

研究人员的构成

研究人员的构成包括研究者的身份和研究者所

在的院系两个变量
。

前者由五种类型人员构成 教师

含教授
、

副教授
、

助理教授和讲师
、

学生 含博士

生
、

硕士生
、

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
、

媒介从业人员以

及其他人员
。

后者分为三类
,

一是传播学院 系
,

包

括 大众传播研究者所依附 的新闻学与传播学院

系
、

人际传播研究者所依附的 修辞学 语言学院

系
,

传播学的重要分支学科的 广告学 公关学院

系 二是传播学渊源学科 主要包括政治学
、

社会

学
、

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 所在的院 系 三是其他

社会科学所在的院 系
。

、

合作研究情况

我们以论文发表的作者人数类测量合作研究情

况
,

一人发表论文为独立研究
,

两人以上联合发表论

文为合作研究
。

、

论文篇幅

我们以论文发表的页数来测量论文篇幅
。

、

研究主题

我们参考美国学者 等人的分析

框架 并增设了
“

传播学研究
” 、 “

传播学教育
”

和
“

传播学研究方法
”

三项
,

一共有十三个类别
,

来测量

研究主题
、

媒介产业
,

关涉大众传媒的功能与运

作
,

包括内部管理和外部控制等
。 、

新闻工作者
,

关

涉编辑
、

记者等媒介从业人员等
。 、

新闻产制
,

关涉

新闻来源
、

决策过程等
。 、

讯息传播
,

关涉媒介的特

性
、

讯息的扩散及其影响等
。 、

媒介内容
,

关涉媒介

所呈现的形象等
。 、

受众分析
,

关涉受众的认知
、

态

度
、

评价等心理过程
,

对媒介的使用与满足等
。 、

媒

介微观效果
,

关涉媒介对社会个体的影响
。 、

媒介宏

观效果
,

关涉媒介对社会政治
、

经济
、

文化等宏观方

面的影响
。 、

法规与政策
,

关涉对媒介职业道德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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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以及法律法规问题
。 、

传播学研究
,

关涉对传播学

理论的分析以及对如何发展传播学的探讨
。 、

传播

学教育
,

关涉传播学的课程设置等关于传播学教育

的问题
。 、

传播学研究方法
,

关涉对传播学研究方法

的探讨
。 、

其它
,

上述类别难以概括的研究
。

、

研究方法

我们将这些研究方法分为四类 一
、

实证研究力

法
,

二
、

批判研究方法
,

二
、

诊释研究方法
,

四
、

多种研

究方法 包括多种实证研究方法
、

实证研究方法和诊

释研究方法合用
、

实证研究方法和批判研究方法合

用
。

实证研究方法 即定量研究 是使用观察数据去

发现媒介信息和人类行为的一般模式
,

结论的推导

一般涉及统计
,

它包括实地调查
、

电话调查
、

邮寄问

卷调查
、

网络调查
、

内容分析
、

实验研究等方法
。

诊释

研究方法与批判研究方法属于定性研究
,

前者涉及

为了演示相对小的相关事件在叙述中传递事实
,

例

如解释 与大众传媒体制和信息相关的法规
、

政策和

历史事件的原因和效果等 后者涉及检测潜在的意

识形态对特定文本 信息
、

产业
、

文化等 的统治
。

、

研究的媒介类型

我们将研究的媒介类型分为以下八种 电视
、

报

纸
、

电脑 网络
、

杂志
、

广播
、

其他媒介
、

多种媒介和

未涉大众传媒
。

、

研究的社会资助

我们分为单一来源和多种来源两种类型
,

前者

分为大学
、

政府
、

私人机构和其他渠道四种情况
,

后

者分为大学 与政府
、

大学与私人机构
、

大学与科研机

构
、

科研机构与私人机构四种情况
。

、

欧洲大众传播学研究与美国大众传播学研

究

我们以不同国籍 欧洲
、

美国 研究者发表的论

文来代表欧洲大众传播学研究和美国大众传播学研

究
。

此外
,

引证分析所测量的变量包括引用的论文

的篇数
、

次数以及被引用的论文的篇数
、

次数
。

四
、

研究结果

、

研究者的构成情况
、

研究者身份

如表 二 所示
,

研究者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
,

两

类人员占所有人员近九成
。

教师中
,

教授占
,

副教授 占
,

助理教授 占
,

讲师 占

学生中
,

博士研究生 占
,

硕士研究生 占

另外
,

研究人员占 媒介从业人员占

其他人员占
。

表 二 研 究 者 身份

、

数据收集

两位传播学研究生 完成 了编码
,

信度检验
’

一 致
。

、

研究者所在的院系

如表 下 所示
,

传播学院 系 的研究者所 占比

例最高
,

近
。

这说明传播学作为独立学

科已形成了较为统一的学术共同体
。

同时
,

非传播学

院系的研究者所占比例达
,

其中政治学
、

社会

学
、

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四门学科的研究者占所有

非传播院系的近
。

这反映传播学作为交

叉学科和重要的研究领域
,

仍吸引着许多其他学科
,

尤其是早期对传播学的形成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

学科 如政治学
、

社会学
、

心理学
、

社会心理学 的研

究者的广泛研究兴趣
。

在传播学院系中
,

大众传播研究者所依附的

新闻学 与传播学院系的研究者所 占比例最高
,

为
,

人际传播研究者所依附的 修辞学晤言学

院系的研究者占
,

传播学的重要分支学科 广

告 公关学院系的研究者占
。

这反映 了大众传播

学者在整个大众传播学研究中所占的主导地位
,

但

同时
,

我们也可以看到大众传播学研究与人际传播

学研究之间的相对分离
。

表 三 研 究 者 所 在 的 院 系

、

统计分析

考虑到本研究的探索性性质
,

统计显著性水平

设置在 去消除第二类错误 忽视真正的关系
。

主要采用的统计方法是测试比例差异
,

主要考察变

化是否显著
。

这些测试一般都是双尾
。

传传传播学学 传播学渊源学科科 详侧 总计

十会会会新新新闻
‘

广’于于

黑黑 方方牛
““

犷犷监监
科

飞

沐沐沐

传传传播 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

七例例 玲玲 呱呱 兮哭哭 吕畴畴 吩吩 戈闷

总总 洲洲 从 件件 甲 万 衣 备俗俗 乒之价明 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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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研究悄况

如表 四 所示
,

合作研究比较普遍
,

发表的近一

半 论文是合作研究的成果
,

多数合作是在

两
、

三人之间进行
。

两人合作的占
,

三人合作
的占

,

两项合计达到
,

占所有合作研究

的
。

表 四 论 文 发 表 的 人 数

发发表论文的人数 人

比比例例 兄少场场 洲 」牙 马马 务务 刀 住 资资

总总计计 夕笼笼 圃研究同时显示
,

年代论文篇幅的均值为 巧

页 标准差为 页
。

而且
,

年代中后期的论文与

年代初期的论文相比
,

其篇幅显著增加
。

合作研究的普遍
、

论文篇幅的增加
,

从两个方面

反映了 年代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的难度和深度

的增加
。

、

研究主题

如表 五 所示
,

研究主题主要是 受众分析
、

效果研究
、

媒介内容
、

媒介

产业
、

法规与政策
、

传播学研究
、

新闻产制
、

讯息传播
、

传播学研

究方法
、

新闻工作者
、

传播学教育
和其他

。

表 五 年 代 西 方 大 众 传 播 学研 究 主 题

的 变 化

重要变化
、 “

受众分析
”

得到明显加强
,

从原来的

第四名跃升为第一名 这或许是 年代以来大众

传播学研究的重心向
“
以受者为中心

”

转移的延续和

扩展的重要反映
、

传统的研究主流仍是当下研

究者关注的重点
,

即
“

效果研究
” 、 “

内容分析
” 、 “

媒介

产业
”

和
“

法规与政策
”

研究的重要性位置整体上没

有发生改变
、 “

新闻产制
” 、 “

讯息传播
”

和
“

新闻

工作者
”

紧密相连的三项研究整体上没有太大变化
,

它们所占的比例合计为
,

与原来的比例

较为接近
,

但是
,

就其内部而言
, “

新闻产制
”

研究得

到更多关注
, “

新闻产制
”

研究的比例 超过了
“

讯息传播
”

研究的比例
、

关于传播学研

究和研究方法的讨论受到重视
,

这可能与两个因素

相关 一是传播学研究的深人发展
,

推动了对更为精

细
、

严密的研究方法的探寻 二是传播学研究积累了

许多研究成果
,

如何评价这些理论成果并进一步推

动传播学学科的整体发展
,

需要研究者对此展开相

应的研究
。

简单地说
,

传统学派重效果研究
,

批判学派重效

果发生之前的受众研究和媒介生产
、

制作研究
。

从这

些研究领域的转换中 即受众研究地位的凸显
、

新闻

产制研究的 日益得到重视等
,

即与批判学派关系显

得更加密切的受众研究与新闻产制研究得到重视
,

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传统学派与批判学派之间的强烈

的竟合关系
。

研研究主月月 绷辉代代 , ”年一 , 即气
媒媒介产业业

新新闻工作者者
,

力

新新闻产制制 刀

讯讯息传播播 耳

媒媒介内容容

受受众分析析

媒媒介微观效果果
,

媒媒介宏观效果果 滩

法法规与政策策
, 一

传传播学研究究
一

传传播学教育育 名

传传播学研究方法法 石

其其他他

总总计计

、

研究方法

从表 六 可知
,

研究方法主要采用的是单一的

方法
,

占
,

使用多种方法只占
。

在采用单

一方法的研究中
,

实证研究方法占
,

诊释研究

方法占
,

批判研究方法占
。

在使用多种方

法的研究中
,

实证研究方法和诊释研究方法合用的

占
,

多种实证研究方法的占
,

实证研究方法

和批判研究方法合用的占
。

表 六 研 究 方 法

单单单月粥之与祛祛 多休仔究比祛祛

实实实证研究右烈烈 书哆知究究 诊椒斤究究究

翎立立 申话话 邮寄寄 内容容 实验验 创各各各各 多种种种 石证
,,

实证证

调调调查查 调盗盗 问卷卷 分书书 石形咒咒 调用用用用 实证证证 肚判判 琳琳
调调调调调右右右右右右右 研究究究 珊究究 研究究

喇喇 另云云 ,用台台 么么 用乞乞 石匕刃‘‘ 声隔隔 丘月么么 』 工吟‘‘ 住甲肠肠 ,乏日七七

网网网
匆用七 刃 ‘ 月么组 卫用叼巴 创肠匆

与 年 一 年的大众传播学研究相 比
,

年代的大众传播学研究在以下四个方面发生了

我们从表 七 可以发现
,

年代研究方法的使
用情况与 年一 年的情况基本一致

,

即使用

实证研究方法的比例最高
,

在 左右
,

其次是诊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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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

多
,

最少的是批判研究方法
,

在 左

右
。

同时
,

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比例略有下降
,

采用

诊释研究方法
、

批判研究方法的比例略有上升
。

表 七 年 代 与 年 一 年 西 方 大

众 传 播研 究 采 用 研 究 方 法 的 比 较

超过了杂志 和广播
。

表 九 研 究 的 媒 介 类 型

实实实证研究方法法 论释研究方法法 批刘研究方法法

年一 年年 更 乞乞 歇

年代代 阴 舀舀 鸿 ‘ 甲场场

一
一 歇 毛毛 。

电电电视视 及纸纸 明这
、、

杂态态 厂播播 其他他 舜护护 未涉大大 酬酬
护护护护护李名名名名 媒介介 媒介介 众传甥甥甥

七七日列列 及 巧 研乞乞 歇毛毛 职舀舀 淤乞乞 创舀舀 刀叭叭 熟 职七七 《职么幻 、、

如表 八 所示
,

就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而言
,

年

代采用最多的是内容分析法
,

其所占的比例近
,

其次是调查研究法
,

比例为 其中实

地调查占
,

电话调查占
,

邮寄问卷调查

占
,

还有新兴的网络调查 占
,

第三是实验

研究法
,

占
。

、

研究的社会资助

如表 十 所示
,

年代研究获得社会资助的机

会仍很少
。

近 的研究没有获得资助
,

只

有 的研究获得了资助
。

总体来看
,

研究主要得

到单一来源的资助
,

其所占比例为
,

同时得到

两家以上单位的共同资助的研究所 占的比例为
。

具体来看
,

这些资助主要来源于大学和政府
。

来源于大学
、

政府的资助
,

占所有资助的近
。

表 十 研 究 的 社 会 资 助

表 八 年代西方 大众传播研究采用 实证研究方

法的情况

内内内容容 调窗开络去去 实验验 总计计

晰晰晰晰晰晰晰晰晰晰晰晰晰晰晰晰晰晰晰晰晰晰晰 习院院院赓赓赓赓妞旗查查 笼树苟周查查 由嚼飞倦倦 乒截熊渣渣渣渣

吩 旅珊珊 呢呢 厌厌 吸吸 厌厌 加冲几几 仪跳 份粗

获获获很资助助 乖办得资助助

单单单一来源源 多种来湃湃湃

大大大学学 政茱茱 私人人 其他他 女 学
、、

烨手手
大学学 科研初构构构

机机机机机构构 集道道 政府府 人机构构 科研机构构 私人机构构构

囚囚囚
吕舅么么 贪月 , 。科自自 只‘‘ 月 认 , 自自 认艺么么 役

困困困
了 乞舒‘ 〔 了皇 , 以

曾对《新闻学季刊 》做过统计
,

从

年至 年的 年间
,

运用内容分析方法的论文

只有 篇
,

一 年的 年中即有 篇
,

一 年
,

更是高达 篇
。

瓜 和

对 年到 年《新闻与传播学季刊 》上论文所

使用的内容分析方法做了一番统计
,

其结果相似
。

和 认为
,

更多地采用内容分析方法
,

反

映了研究队伍的扩大
,

研究生科研项 目的增多
,

科学

训练的加强
,

以及对
“

内容
”

本身定义的扩大
。

本

研究证明了这两项研究的预测
。

、

研究的媒介类型

如表 九 所示
,

研究的媒介类型中
, “

研究多种

媒介
” 、 “

未涉及具体大众传媒
”

的比例较高
,

分别为
、 。

与先前的研究多考察单一媒介不同
,

年代的媒介分析
,

一方面呈现综合取向趋势
,

即对整

个社会信息系统做全面分析
,

一方面研究 日益转向
“
以受者为中心

” ,

因为本研究显示
“

未涉及具体大众

传媒
”

的研究多为受众研究
。

在各种大众传媒中
,

电视是考察最多的媒介
,

其

次是报纸
,

它们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和 巧
,

其它媒介所占的比例较低
,

但电脑
、

互联网作为新的

媒介
,

开始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

其所占的比例
,

、

大众传播研究与其它学科的关系

从表 十一
,

我们可以看到
,

年代传播学学术

期刊与其他学科学术期刊相互引用的情况
,

呈现以

下几个主要特点
、

信息科学类期刊
,

多是 自我引

用
、

内部相互引用 它们较少地引用大众传播学期刊

和社会学期刊
,

但它们不被大众传播学期刊和社会

学期刊引用
。 、

政治学
、

社会学和 社会 心理学类

期刊
,

多是自我引用
、

少数相互引用
,

它们被大众传

播学期刊和舆论调查期刊引用
,

它们极少地引用大

众传播学期刊和舆论调查期刊
。 、

舆论调查类期

刊
,

多是 自我引用
、

少数相互引用
,

它们较多地被大

众传播学期刊引用
,

也少数地被政治学
、

社会学和

社会 心理学类期刊引用
,

它们引用政治学
、

社会学

和 社会 心理学期刊
,

较少地引用大众传播学期刊
。

、

人际传播学期刊
,

多是自我引用和少数相互引

用
,

它们引用大众传播学期刊
,

较少地被大众传播学

期刊引用
。 、

大众传播学期刊
,

较多地 自我引用和

相互引用 它们较少地引用政治学
、

社会学和 社会

心理学类期刊
、

舆论调查类期刊和人际传播学期刊
,

并较少地被这些期刊引用
。

注 以上 一 均为期刊名称代码
、

、

月 韶朋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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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十 一 年 传 播 学 学 术 期 刊 与 其 他 学科 主

要 期 刊 相 互 引 用 情 况

示
,

大众传播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 日益明显
,

在整

个学科体系中的影响开始增强
。

自 次佗 篇篇

加 次讹 篇篇

次

篇篇篇篇篇

之粉 篇篇

劝 次闷当篇篇

刀刀刀刀 之切 篇篇

飞飞飞飞 次勃 篇篇

,,,, ‘ 片门气誉誉

见 次 篇篇

女女女女龙 次 饱““

篇篇篇篇篇

”‘ 从 。心心

篇篇篇篇篇

叨 欲川

篇篇篇篇篇

犷犷犷
次巧 , 篇篇

犷犷犷
绍绍 次 以以

篇篇篇篇篇

同同同
次 , , 篇篇

,, 邵邵邵

次次次 次次次

忽忽忽

篇篇篇 篇篇篇

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

刀刀 ’’ 刃刃 劝劝

肠肠 苗苗 倪倪

‘‘‘

日日日
万万 刃刃 哭哭

下下下下下
花花
习习日日

劝劝劝

日日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肠肠

口口口口口
拓拓拓拓拓拓拓

,,,,,,,

日日日日日日

犷犷犷犷犷

了了
,, 乃乃

肠肠

‘

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
引引用用 劝劝 砂砂 盯盯 弘弘 伦伦 弘弘

男男男 ‘‘ 肠肠 ,,

次次次次 次次次 次次 次次 次次 次次 次次 次次 次次 次次次 次次 次次 次次 次次

左左左左 总总 厅厅 兮兮 丹丹 八八 忍忍 忍忍 厅厅厅 佗佗 龙龙 刀刀

舫舫舫 肋肋 吕吕 泌泌 妙妙 汉汉

贫贫贫贫 篇篇篇 篇篇 篇篇 篇篇 篇篇 篇篇 篇篇 篇篇 篇篇篇 篇篇 篇篇 篇篇 篇篇

、

价 川 ‘、 、

‘。 , , 含早

期 的 廿 、 ,
、 。

即
口 康

、 。。 〔

即
五

、

日 超班 之咭
、 、

川
、 〕尸

万
、

找 犷 汀
、

。。 ‘川昭八田口五
、

白。 山
、

川 万 ,

磷
、

万 科 、

汀 饭, 五 。邵
、

二
乃 〕 邵 七

、
才石 川 万

翻 召
、

与 年以前的情况相比
,

年代的大众传播

学期刊开始被舆论调查期刊
,

特别是政治学
、

社会学

和社会心理学的期刊所引用
。

大众传播学期刊内部

的引用更加频繁
,

引用其他学科期刊少
。

这似乎显

、

欧
、

美研究者的研究差异

本研究显示
,

在所有论文作者中
,

美国作者占
,

欧洲作者占
,

其他地区作者占
。

这

仍反映了美国在大众传播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
。

但是
,

最近一项研究对六份国际大众传播学界

的核心期刊在 年初至 年中所发表的所有

关于大众传播的研究论文作了内容分析
。

结果发

现
,

前五份设在美国的刊物所发表的有关大众传播

的文章中 以上是由居住在美国的学者所写的
。

而且
,

在编辑部设在德国的《国际舆论研究学刊 》上
,

美国学者的论文也占了 以上
。

这些情况反映了

美国在大众传播学研究中独占鳌头的地位
。

与该研

究相比
,

本研究显示
,

美国研究者所占的比例有所下

降
,

这或许主要因为
,

本研究为了考察欧美之间的差

异
,

选择了一本面向欧洲的刊物
,

而该刊物论文作者

主要来 自欧洲
。

本研究显示
,

欧美研究者在研究主题
、

研究方

法
、

研究的媒介类型以及是否获得研究资助等多个

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

如表令卜二 所示
,

欧洲研究者研究主题主要的

是 媒介产业
、

新闻产制
、

宏观效果研究
、

法规与政

策
、

传播学教育
。

美国研究者研究主题主要的是 新

闻工作者
、

讯息传播
、

媒介内容
、

受众分析
、

微观效果

研究
、

传播学研究
、

传播学研究方法
。

如表 十气 所示
,

美国学者主要采用实证研究

方法
,

欧洲学者主要采用批判研究方法和诊释研究

方法
。

如表 十四 所示
,

美国学者研究的媒介类型多

是电视
、

报纸
、

电脑 网络
、

广播以及未涉及具体的

大众传媒 欧洲学者研究的媒介类型多是多种媒介
、

其他媒介和杂志
。

如表 十五 所示
,

美国学者比欧洲学者获得更

多研究资助
。

五
、

讨论
本研究试图分析 年代西方大众传播学研

究的基本状况与发展趋势
,

特别是在传统学派与批

判学派的竟合背景下
,

在研究人员
、

研究主题
、

研究

方法
、

研究的媒介类型
、

研究的社会资助
、

与其他学

科的关系等方面是否发生了重要变化
。

综上所述
,

年代的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呈现

以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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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十 二 欧 美 学者 的 研 究 主 题 的 差 异 比 较

研研究主题题 美国国 欧洲洲

旗旗介 产湘湘 认产浦浦

新新闻 作者者 欣 刁铭铭

新新闻 产焦一 。 。
卜

讯讯 点传播播 试 夕

搏搏介 内容容 之子分

带带众仆析析 吓 年么么

徉徉介撒观钟界界 丘

撑撑介中那伪 早早 飞

抉抉翎 与政笛笛 度月吧‘‘

传传播学研穷穷 月军气气

传传播学折育育 介凡 于狱狱

传传播学研穷方片片 , ,
一一

飞

其其他他

兑兑计计 闭 匕飞 气、、 料么 ‘ 、、

性 飞、 苍, 汉

表 十 三 欧 美 学者 采 用 的 研 究 方 法 的 差 异 比 较

美美美国国 欧洲洲

实实证研究究 下生

批批判研 究究 丘 工 少

论论释研究究 乡 叹少

多多种实证研究究 仑么么

实实证
、

批判研究究 ‘

实实证
、

淦释研究究 石

总总计计 户七

, ,

卜

表 十 四 欧 美研 究 者研 究 的 媒 介 类 型 的 差 异 比 较

美美美 国国 欧洲洲

电电视视 刃
,

报报 纸纸 从 乃

电电脑
、

网络络 东

杂杂志志 卯台台 么‘

广广 播播 么 少

其其他媒介介 卯 舀舀 二

多多种媒介介 氏创七七 次了

未未涉及大众传媒媒 叹 子宪宪

总总计计 门扣 〔 〔瞬 飞

了 , 二 ,

表 十 五 欧 美 学 者 获 得 研 究 资 助 的 差 异 比 较

美美美国国 欧洲洲

获获得资助助

未未获得资助助 龙 月

总总计计 自关七 印 以关么

性 “ 宜
,

习
,

卜伪

、

大众传播学既是独立学科
,

又是重要的研

究领域
大众传播研究人员的主体是新闻传播院系的研

究者
,

他们研究时多引用内部的学术期刊资料
,

引用

其他学科期刊少
。

这些情况都显示
,

大众传播学作为

一个独立学科的特点已经十分明显
。

同时
,

大众传播

学研究对其他社会科学也开始产生一定的影响
。

年代政治学
、

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学科开始引用

大众传播学的研究成果
。

令人兴奋的是
,

其他学科的

研究者也关心
、

重视大众媒介研究
。

传播研究可被确

立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
。

虽然各学科研究的重

点不同
,

研究方法也有差异
,

但它们共同关注的是
,

媒介的兴起对当代社会及其政治
、

经济和文化的影

响
。

这不仅说明传媒在现代生活中的重要性
,

也说明

了各学科在文化关怀上的相通
。

但是
,

社会对大众传
播学研究的资助却是十分有限的

。

大众传播学研究

要获得更大的发展
,

需要谋求获得更多方面的研究

支持和资助
。

、

大众传播学研究总体上受到实证研究与批判
研究的竟合关系的形响

从研究主题来看
,

虽然仍以传统的主流研究为

主
,

但批判研究关注的研究内容日益受到重视
。

从研

究方法来看
,

实证研究方法受到批判的
、

诊释的研究

方法的冲击
、

挑战
,

整体呈多元化趋势
。

在此背景下
,

合作研究普遍
、

论文篇幅增加
,

这又说明大众传播学

研究更加深人
、

研究难度增加
。

此前
,

一般认为
,

实证

研究以美国为代表
,

批判研究以欧洲为代表
。

本研究

显示
,

欧美之间的研究差异依然明显
,

两地研究者在

研究主题
、

研究方法和是否获得研究资助上的差异
,

都达到显著程度
。

这似乎说明欧美之间的研究差异

不单纯是一种地域差异表现
,

仍可视为实证研究与

批判研究差异的反映
。

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实证研

究与批判研究激烈的竟合关系
。

、

伴随社会环境的变迁
,

大众传播研究的媒介

类型不断变化

大众传播学研究的核心是考察大众传媒与社会

的互动关系
。

社会的变动不居
、

大众传媒的不断变

革
,

为大众传播研究提供了无尽的研究材料
。

与次前

相比
。

年代大众传播研究的媒介类型已经发生了

较大变化
。

关于电视的研究论文的比例之前是很低

的
,

而现在电视却成了研究最多的媒介 同时
,

未涉

及具体大众传播媒介和多种媒介两种类型的研究所

占的比例略有上升
。

这反映了研究者适时把握变化
的媒介 信息环境

,

增进了研究的现实性
。

由此
,

我们
可以预计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扩散

,

必将引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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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更大的研究兴趣
。

注释

参阅廖圣清
,

《 年来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回顾 》
,

《新 闻大

学》
,

年
,

冬季号 廖圣清
,

世纪 年代中国大 陆传

播学研究
,

《复旦大学学报 哲社版 》
,

朋 东
,

第 期
。

参阅李良荣
、

李晓林《新 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
,

《新

闻大学》
,

年
,

秋季号 吴廷俊
,

《传播学的导入与 中国

新闻教育模式改革 》
,

《新闻大学》
,

年
,

春季号 明安

香
,

《传播学的普及与 中国新闻改革 》
,

《新闻界 》
,

年
,

第 期
。

日 张国良
,

《新闻传播学学科前沿 调研报告 》
,

转引 自廖圣

清
,

《 世纪 年代 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资
,

《复旦大学学

报 哲社版 》
,

年
,

第 期
。

例 如
,

在已召开的数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
,

就传播学

的发展问题
,

许 多学者各抒 己见
、

热烈讨论 参看 廖圣清
,

《关于中国传播学发展问题的思考》
,

《中国传播学 反思与

前瞻一首届 中国传播学论坛文集 》
,

复旦大 学出版社
,

年 月版
、

廖圣清
,

《面 向世界
、

服务中国
、

继 往开来
、

争创一

流一首届 中国传播学论坛综述 》
,

《新闻 大学》
,

年
,

春

季号
。

表军
、

龙耘
、

韩运荣
,

《对传播学研究的几点研究一访 中

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室主任陈力丹 乡
,

《传播学在中

国一传播学者访谈 》
,

北京广播学院 出版社
,

年 了 月

版
。

库恩
,

《科学革命的结构 》
,

年
,

上海科技技术出

版社
。

日 库恩
,

《科学革命的结 构 》
,

年
,

上海科技技术 出

版社
。

〔」
, ”

』

匕 , , ,

如 。击
习爪习

,

一
、

殷晓蓉
,

《战后 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发展一经验主

义和批判学派的视域及其比较 》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
,

月
,

石
, , ‘

, 止
刀 , 匕 ,

尸
’ “ 石 日 , ,

一

【
,

衣
, , ‘

,

尸
’

笼 口 日 众
, ,

一

」 ”
, , ,

, , ‘

【 罗 , 罗
, “

‘ 习 ” ,

万 。 孙 即

了 一

【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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