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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一番破茧成蝶的磨砺，王维佳的博士论文终于出版了。
作为他的导师，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并以此序表达我的祝贺。
　　在目前国内既有的关于中国传播与媒介的研究成果中，王维佳的研究可谓视角独到。
他不是一般性地探讨新闻从业者与新闻消费者之间的“传”、“受”关系；对于新闻从业者，也不是
一般性地探讨其作为信息传播主体的角色与特征。
他转向加拿大学者莫斯可（VinCent Mosco）指出的传播研究的“盲点”（即媒介劳工及其阶级形成问
题），引入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劳动，提出“作为劳动的传播”的命题，将新闻传播作为一种
重要的社会性劳动，将新闻工作者作为从事新闻实践活动的劳动者，对其劳动关系、劳动过程及其主
体意识进行历史性的考察、分析。
　　在此研究命题与框架之下，书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和讨论颇有新意，也颇具启发性。
这些问题包括传播业的市场化变革，特别是文化劳动的商品化给从事新闻工作的劳动者的社会经济地
位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市场逻辑下，新闻业的新型生产关系如何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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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新闻教育、招聘制度、劳动合同、生产过程和组织结构等几个方面对中国新闻从业者的劳动过
程和劳动状况进行了极为细致而精彩的描述，兼有实践参考的价值和学理上的创造性突破，是近年来
新闻传播研究中十分难得的力作。
凭借“劳动”这一核心概念，作者将政治经济分析与文化意识分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仅填补了国
内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上的空白，而且创造性地开拓了新的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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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维佳，中国共产党党员，北京大学博士后(政治学)。
200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
之前在中国传媒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和学士学位。
目前的主要研究兴趣包括：大众传媒与当代中国文化政治，中国传播产业与知识劳工，西方马克思主
义哲学、文论与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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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我们对新闻劳动商品化和生产关系变革过程的分析来看，中国媒介机构内部权力分配调整的一
个核心逻辑就是财务权、人事权和管理权的分层次下放。
为了降低商品化内容生产的管理成本，将创收的压力下放到生产一线，缩短适应广告市场和受众喜好
变化的时间，同时保障有效的社会舆论控制，各个地区和各个行业的媒介机构在新闻改革的过程中都
根据自身情况和市场规模的不同进行了内部权力的重新调整。
这其中包括报社实行的承包责任制、子报子刊的独立核算、总编辑负责制、“管办分开”、媒介经理
人制度，也包括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实行的制片人负责制、“制播分离”、频道专业化和科学激励机制
。
从劳动力使用和劳动过程控制的角度来看，这些内部管理权力的重新调整都对劳动力的征用产生了重
要的影响。
　　我们对各种级别、各种规模和各种行业的媒介机构的调查显示，当前中国新闻媒介征用劳动力的
方式主要包括公开竞聘、通过私人关系推荐和行业内劳动力流动等三种。
各个媒介机构由于生产规模的不同，征募员工的方式和人事权力的分配也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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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不是一般性地探讨新闻从业者与新闻消费者之间的“传”、“受”关系；对于新闻从业者，
也不是一般性地探讨其作为信息传播主体的角色与特征。
作者指出中国传播研究的“盲点”，即媒介劳工及其阶级形成问题，引入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
劳动，提出“作为劳动的传播”的命题，将新闻传播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性劳动，将新闻工作者作为
从事新闻实践活动的劳动者，对其劳动关系、劳动过程及其主体意识进行历史性的考察、分析。
在此研究命题与框架之下，书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和讨论颇有新意，也颇具启发性。
　　——程曼丽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从劳动这一被忽略甚至被贬低了的基本哲学范畴
出发，这本书预示着新闻实践范式、新闻制度和新闻工作者研究领域的范式转变。
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性和世界体系视野使本书在理论上到达了独辟蹊径和高屋建瓴的境界。
如果说，僵化与教条从内部糟蹋了马克思主义，而新自由主义又从外部诋毁了马克思主义，那么，在
这本书中，我分明看到了新一代学人在新的语境下为在中国重构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所作出的可贵努力
，相信它会为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带来新的气象。
　　赵月枝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传播学院教授　　本书从新闻教育、招聘制度、劳动合同
、生产过程和组织结构等几个方面对中国新闻从业者的劳动过程和劳动状况进行了极为细致而精彩的
描述，兼有实践参考的价值和学理上的创造性突破，是近年来新闻传播研究中十分难得的力作。
凭借“劳动”这一核心概念，作者将政治经济分析与文化意识分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仅填补了国
内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上的空白，而且创造性地开拓了新的研究路径。
毫无疑问，这本著作在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历程中将产生重要影响！
　　——胡正荣　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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