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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大众传媒同公共政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不完全相同。
毛泽东的看法最直接、最明确，那就是前者无条件地为后者服务，传媒为政党和政府工作服务。
他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说，“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
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①而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马克思的见解则不同。
“马克思无疑地梦想报刊不受国家管制，而是作为人民的真正发言人。
如果国家像预言的那样在革命以后就消亡了，他的梦想或许已成为事实。
”②马克思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对于德国党想将无产阶级党报实行“报干0国家化”的计划极
其反感。
可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不得不重建国家机器，不得不面对管理国家的工具——政府同大众传
媒关系的难题。
在这种情况下，理想主义往往不得不让位于现实存在。
在苏联，公众通讯工具只能成为“党的路线的发言人和国家的工具”，只能成为国家和党发布指示的
工具。
在苏联，公众通讯工具是同国家政权的其他工具及党的影响密切结合在一起的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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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已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重大课题，大众传媒作为沟通民情、反映民意、汇聚民
智的社会传播载体，在公共决策中，自然不能缺席。
在这方面，《新闻媒体与微观政治——传媒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作用》视角独特，见解深刻，堪称一
部力作。
    本书以新闻媒体在政府政策问题与议程建构、政策论辩和政策执行与评估等主要环节能够或应当产
生的作用作为研究话题，就新闻传媒的微观政治功能进行深入而集中的探讨：新闻媒体作为政府政策
行为的辅助手段，它在完善决策机制、提高决策水平、实行民主与科学决策、增强政策效能方面，尤
其在提高政策活动代表民意的深度与广度、决策的合理性程度、客观监督与评价政策效果的可信度等
方面发挥着显著功能。
    本书的创新之处是显而易见的：摆脱了以往对媒体政治功能大而化之的“民主”、“民意”表达的
套路，采取了微观解剖的思路——既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切实地呈现出媒体在公共决策中的积极作
用；同时，对媒介“喉舌”功能的“优化”问题提出了颇具启发性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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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媒体作为政策问题建构的公共设施  政府决策系统的问题察觉与沟通机制是否健全以及能否有效运
作，直接影响到社会问题能否及时、准确地被提上政府决策议程。
目前我国的信息机构在提供决策信息方面还存在一些不适应形势需要的问题，如大多数信息机构主要
负责搜集经济信息，搜集社会问题信息尤其负面问题信息的专门机构极少，涉及后者的不完全信息只
有各级信访机构提供。
出于其他因素考虑，对一些潜在的社会问题，地方信息机构不能及时提供；各级信息机构的数量不少
，但专业工作人员数量不足。
美国仅联邦调查局就有工作人员27800名，其中总部9 800人。
我国国家统计局只有200多人，国家信息中心各种人员共计l 200余人，由国家信息中心与隶属于各地方
政府的信息中心组成的国家信息系统全部工作人员约13 000人①。
再如信息搜集的方法不够科学，大多采用效率高、易于操作的典型调查法，或通过展开座谈会的方式
了解情况，而座谈人员的代表性不够，容易导致信息片面失真。
通过层层填写、汇总统计报表的方法获得的有关信息，因为缺乏监督使得信息瞒报、虚报时有发生。
面对这样一种信息收集与处理状况，目前拥有近100万新闻从业人员的新闻传媒机构，其作为决策系统
内信息机构运作不够完善的一种弥补机制，就显得尤其重要。
就沟通机制而言，作为普通的个体公民，尽管有参与并影响公共政策过程的机会和渠道，但原子式的
、分散的普通公民基于条件限制在对有关信息的获取不充分的情况下，其影响政策的能力和水平在总
体上仍是比较低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闻媒体与微观政治>>

后记

本书是我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
除了人们特别关注的新闻媒体宏观的政治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功能之外，传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是
否还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发挥其他的政治功能，尤其在微观政治领域——政府政策行为中，传媒是否能
够尽其所能，理论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传媒根本没有这样的政策空间来施展它的功能，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新闻传媒作为一种
辅助手段在政府政策过程中确实有一定的权利空间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这两种近乎对立的认识都来源
于媒体运作的实践。
理论认识上的分歧给我的研究与思考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它既说明了话题讨论的必要性与价值，也意
味着问题研究的敏感性。
从确定选题开始，我力求自己对这一话题的探讨尽量与传媒活动自身所呈现的复杂情况相吻合，避免
结论的简单化和片面性。
本书研讨的问题跨学科的属性比较明显，在体系构成方面没有可以直接参考的成果，主要依据政策系
统构成的一般分析路径建构内容框架。
本书的结构体系是否合理，还有仗读者同行的批评与指正。
在书稿选题论证、写作与修改的过程中，李良荣教授、刘海贵教授、赵凯教授、张骏德教授、黄旦教
授以及孟建教授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修改建议，他们在繁忙之中抽出时间提出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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