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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本项目成果首次对媒介公信力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对媒介公信力的中英文概念以及相关概
念关系作了基础性的界定，第一次从横向的跨地域差异及纵向的制度与社会变迁角度对媒介公信力的
判断维度和影响因素作了探讨，对一些建立在西方社会基础上的分析理论提出了新的思考，原创性地
提出了基于我国现实的媒介公信力判断维度的理论假设和媒介公信力生成模式，全面分析了公信力对
媒介功能的影响。
本项研究成果在具体探讨了媒介公信力理论问题的五个方面(基本概念的界定、维度探讨、影响因素分
析、生成机制、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后，又针对我国的现实提出了两点思考：一是社会系统性因素作用
下的媒介公信力下降对政府形象的影响问题；二是市场化进程下我国媒介公信力的可能变化问题。
    2.本项目成果在大量研究、总结国际学术界近百年来关于传媒公信力评测理论和方法及众多实证案
例的基础上，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可将中国大众传媒公信力状况进行量化表达的传媒公信力测评指标。
中国大众传媒公信力的状况究竟如何、怎样才能提高传媒公信力，可以说是传媒公信力研究中最为迫
切、最具有现实意义的论题。
而这一问题解决的基础就是建立适合中国社会背景的传媒公信力测评体系，因为只有在确切了解公信
力实际状况的基础上，才能对传媒公信力的建设问题提出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和实证支持的方案和建议
。
因此，探究中国公信力的特点并建立传媒公信力测评指标，成为本项研究的另一重点。
围绕这一目标，本项研究重点解决了评测方法上的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是分析中国大众在判断媒介是
否可信时都看重哪些因素；第二是建立传媒公信力的测评量表。
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对传媒公信力评判准则的重要程度和公信力的评判特点进行了分析。
最后，通过探索性和证实性因子分析、信度效度检验等统计技术对中国大众传媒公信力的测量指标进
行筛选和分析，最终建立起了具有很高科学认识价值和实践价值的传媒公信力的测评量表。
    3.我们于2005年11月组织实施了《中国传媒公信力问题的全国居民调查》，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所进行
的最大规模、指标体系最为完整、综合测评传媒种类最多的一项实证研究与评测分析，具有很高的实
践认识价值和理论促进价值。
事实上，通过调查，我们不但对我国传媒的公信力现实状况进行了全面描述、梳理和测评判断，同时
也进一步完善了我们的方法论体系和相应指标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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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大众媒介公信力理论研究　　第1章　基本概念的界定　　1.1　“公信力”的词义　
　1.1.4　概念的评价内容——信用　　一、信用的含义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信用的解释有四个
：（1）能够履行跟人约定的事情而取得的信任；（2）不需要提供物质保证，可以按时偿付的；（3）
指银行借贷或商业上的赊销、赊购；（4）（书）信任并任用。
其中的第二、第三条释义是商业方面的内容。
　　《辞海》列出了信用的三种释义：（1）信任使用；（2）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从而取得别人对
他的信任；（3）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
　　信用比较多的在经济学科中使用，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在此引述经济学者的定义来看信用的学术定义。
　　信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信用是指参与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之间建立起来的以诚实守信为基础的践约能力，即我们通常所
说的“讲信用”、“守信誉”、“一诺千金”。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指的狭义信用，则是指受信方在特定时间所做的付款或还款承诺的兑现能力（
也包括对各类经济合同的履约能力）。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所谓的信用，是指一种建立在受信人在特定的期限内付款或偿
还承诺的信任基础上的能力，它是使后者无须付现就可以获取商品、服务或资金的能力。
信用是多少发展了的市场交易的一个必备的要素。
”　　从上面可以看出，信用首先是表达客体（被观察对象）的一种属性，其次，这种属性是在和主
体（观察者）的交往活动中建立起来的，再其次，这种属性表现为主体对客体未来行动的一种预期，
最后，这种预期又成为客体本身的一种能力，并且“这种能力可以量化为信用度，信用度标志着信用
相关者的诚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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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所进行的最大规模、指标体系最为完整、综合测评传媒种类最多的一项实证研
究与评测分析，具有很高的实践认识价值和理论促进价值。
通过调查，我们不但对我国传媒的公信力现实状况进行了全面描述、梳理和测评判断，同时也进一步
完善了我们的方法论体系和相应指标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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