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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高度关注中国的环境风险，从新闻传播角度出发，围绕中国环保传播的公共性构建问题，主
要研究了传媒在环境报道中遇到的公共性障碍。
内障碍主要是传媒消费主义对公共领域的侵蚀，营造了一种奢靡浪费的新意识形态；外障碍包括体制
、观念与传统几个方面。
中国环保传播公共性构建主要路径是深化环保传播，进行生态启蒙，引导公共参与，促进公民社会发
育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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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贾广惠，江苏丰县人，曾为媒体记者，获江苏省好新闻奖；徐州师范大学信息传播学院副教授、
博士；7年来发表以环保传播为主的论文42篇（核心37），是目前国内环保传播研究最久的青年学者；
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环境保护传播研究：坚持知行合一，执著于环保公益活动，创办了
全国首家民间环保限塑组织，入选江苏省2010年度青蓝工程骨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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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二 中国环保传播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三 对主要概念的界定
四 研究方法、内容与框架
第一章 中国环保传播与当代公共问题
第一节 环保与传媒——双重公共领域
一 环境生态：最大的公共物品
二 传媒：典型的社会公共领域
三 “伪公共领域”问题
第二节 环境生态——典型的公共性问题
一 公共问题的内涵及特征
二 环境问题的公共性
第三节 环保传播——传媒新议题
一 对环境议题认识的曲折性
二 传媒环境议题发展的四个不同阶段
三 环保传播作为新议题背后的生成机制
第二章 中国传媒与环保NG0对公共性的构建
第一节 传媒与环保NGO对公共性构建的历史进程
一 环保NGO作为“第三部门”崛起
二 传媒与环保NGO联手修复公共性
三 “两栖人”：记者与环保志愿者的双重身份助推公共性
第二节 传媒与环保NGO公共性构建的形式与成效
一 推动政府制定和完善环保法律法规，付诸环境治理行动
二 民众环保公共意识得到提高
三 促进媒介多元公共表达，形成公共议题
第三节 传媒呼应环保NGO的公共性构建——以怒江建坝事件为例
一 怒江建坝事件大致过程
二 传媒助推环保NGO的公共参与
三 传媒与环保NGO合作的意义
第三章 中国环保传播中公共性构建的内障碍：来自传媒自身的因素
第一节 传媒话语中环保公共性表达落差
- -以传媒劳模人物报道视角
一 岗位劳模、影视明星热与环保人物缺位形成落差
二 传媒顺从政府的“经济理性”
三 传媒对环保人物疏远值得反思
第二节 “以个别代表一般”：环保传播理念批判
一 “个别代表一般”往往是主观意识的产物
二 记者对环境问题的复杂性认识能力欠缺
三 环境宣传走向迎合受众心理需求
第三节 传媒消费主义瓦解公共性
一 消费主义与传媒的合谋
二 消费主义瓦解公共性从传媒开始
三 传媒宣扬的消费主义是反文明的观念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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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资本对媒介公共性的侵蚀问题
第五节 传媒知识分子“公共代言人”缺席
一 知识分子公共责任的历史演化
二 传媒知识分子公共使命的弱化
三 传媒知识分子公共代言背后的尴尬
第四章 中国环保传播公共性构建的外障碍：体制、观念与传统的制约因素
第一节 地方权力操控传媒的环保传播
一 传媒的功能被地方政府单一化为宣传工具
二 地方官员意志控制传媒报道
三 地方保护主义抬头加剧传媒受管制的程度
第二节 扭曲的政绩观斫伤公共性
一 扭曲的政绩观导致环境破坏的两个典型
二 扭曲的政绩观对公共性带来的不良后果
第三节 “发展才是硬道理”冲击环保传播
一 迷恋增长忽略了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前提
二 追随西方工业化模式没有及时进行发展的转型
三 迷恋增长反映由来已久的弱国心态
四 传媒缺乏对西方发展哲学的反思与批判
第四节 民众公德匮乏的历史考察
一 儒家文化伦理设计对“公德”发育的不利影响
二 专制王权的严酷压制扭曲了公共性
三 公共性失落导致“囚徒困境”
第五章 中国环保传播公共性构建的现代化路径
第一节 传媒重塑公共性促进公民社会成长
一 公民社会的发展以环境为突破口
二 传媒参与公民社会建设的得失反差
三 充分发挥传媒的社会组织与整合功能
第二节 环保传播促进生态文明
一 生态文明的概念
二 当前的阻力：生态道德的困境
三 培养生态文明中的参与观念
四 构建以绿色启蒙为依托的生态文明
第三节 传媒引领舆论和公众参与
一 有效设置环保议程
二 引发舆论组织讨论
三 善于利用新媒体尤其是网络的力量
第四节 传媒要与环保NGO结成同盟
一 传媒需要破解对环保NGO的传播“框架”难题
二 传媒促进环保NGO介入环境事件与问题之中
三 传媒与环保NGO之间的人才流通培养问题
第五节 环保传播修复公共性的其他可能路径
一 引领村民自治中的公共性
二 带动社区自治作为公民社会成长的一个起点
三 促进公共性协商对话
四 利用民意调查表达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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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缺少对传统文化中生态环境思想的研究，如今不论环境美学、生态文学、环境哲学，还是环境社
会学、环境伦理学等新兴学科都无一例外要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环境思想，把本土文化遗产当
作重要的思想资源加以引述分析。
这几乎已经成为有关环境边缘学科研究的惯例。
但是在环保传播研究内容里则缺乏这一支撑，这是一个明显的缺憾。
尽管不少相关学科研究者对此是采取“我注六经”的方式，但是对于环保传播研究应该必不可少。
缺少这一部分，就不容易对今天中国的环境问题发展作出深刻的观察与理解，就不容易认识在显性的
环境现象背后发挥作用的传统文化机制。
“天人合一”是传统生态智慧的集中概括。
中国传统社会中关于生态环境建设的思想、智慧、知识和技术，及其流传下来的文明成果，作为一份
无比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已引起了许多外国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
如汤因比、施韦泽、铃木大作、池田大作、岸根作郎、岩佐茂、R纳森、M马斯洛、F.卡普拉等都曾指
出，中国的传统思想特别是儒教、道教、佛教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智慧，其成功范例或技能经验
能给今天以启示。
现代生态环境建设中的许多思想、理论和技术，虽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但许多都能从传统社会的生态
环境思想中找到它的根源。
今天中国面临的许多环境问题大多是和没有很好地借鉴吸收古代生态智慧有着直接的原因。
　　借鉴传统文化智慧改进现实环境问题很有必要。
中国的环境现状令人痛心，一些地方政府的主观失误令人无法容忍，一些企业肆意造污排污，相当多
的国人要么对环境现状抱着事不关己的自私冷漠心态，要么只说不做，对环境问题视而不见。
“中国的老百姓早已被剥夺了在共同体中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
没有参与，万事变得与己不相干，当然就会冷漠。
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和制度的失败”①。
种种令人不安的情况说明了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结论不断得到证明，说明了目前的研究还不尽如人意
，远远落后于现实期待和人们的愿望。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环保传播的公共性构�>>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