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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传媒公信力调查》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全国十个媒体发展较为成熟的城市的传媒公
信力，做了一次全方位的调查研究，是对我国媒体影响力、可信度一次权威的调查研究。
《中国传媒公信力调查》共分12个章节，具体内容包括十大城市传媒公信力概述、上海传媒公信力调
查、南京传媒公信力调查、广州传媒公信力调查、西安传媒公信力调查等。
该研究也为媒体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是一次奠基性的研究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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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洪忠，四川峨嵋人，传播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是传媒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传媒市场。
独立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营资本、国际资本进入我国传媒业的影响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攻关项目子项目和省部级等各类项目多项。
致力于量化研究，在核心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开展了多项大型调查，积累了丰富的前沿数据。
目前兼国内多家主流媒体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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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传媒公信力面临的转型　　伴随着当前社会转型，我国传媒的功能也在发生转变。
一方面是传媒机构本身的角色在发生变化，不再是二十年前单一的政治角色，一些媒体开始扮演越来
越重要的经济功能；另外一方面是公众的媒介素养在提升，文化程度、接触信息渠道、境内外交流机
会等等都在提高，公众对传媒的期待、使用和依赖也正在发生改变。
　　在这种转变进程下，公众对传媒公信力评价维度也必然会发生变化，构成公信力的政治取向、市
场取向、专业主义取向三种内涵之间的权重必然会发生变化，对不同类型传媒的评价会有不同的评价
维度等。
如，一些市场化程度高的传媒经济创收功能特征逐渐变得比较突出，尤其是体育类、娱乐类报刊和电
视广播节目；还有一些像《三联生活周刊》、《新闻周刊》、《外滩画报》等时政类报刊的市场特征
也开始比较突出。
这点对于受众的认知来说，就可能有这些变化：传媒公信力的判断维度会有变化，不再是单纯的政治
取向的判断维度，专业取向的判断维度比重会明显增加；传媒公信力的高低会发生变化，有可能由政
治取向主导下的较高公信力变为专业主义取向或市场取向主导下的较低公信力。
　　由此，在现有材料基础上可以对我国传媒公信力的转型提出一些预设。
首先是政治取向的权重正在减弱，本次调查中所考察的十城市省市级党报在相对公信力指标评价上已
经看不出具备党报优势。
其次，市场取向的权重还将增大，也就是市场影响力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众对传媒机构公信力的评
价，如在本书后面数据中看到的各地强势都市类报纸、新浪网络等在公信力评价上都有较高得分。
三是随着公众媒介素养的提升，专业主义取向的评价内容将增大。
四是我国传媒公信力判断维度的转型必将带来公信力的变化，这种转型对公信力而言是负相关，也就
会使传媒公信力逐渐降低。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传媒公信力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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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