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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世纪上半叶传播学在欧美国家兴起以来，受众研究一贯受到重视。
但起初，其出发点往往置于传者，重点则聚焦于效果，因此可以说，很不完善。
这种偏差，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降才明显改观。
就中国状况而言，在传播学与改革开放同步的短短30年发展历程中，由于有发达国家的借鉴，也由于
有现实即推行市场经济的需要，传播学界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受众研究，尤其强调“受众本位”、“
受众中心”，并将其作为媒体改革的重要理论资源。
与此相呼应，由高校、媒体及专业机构开展的各种受众调查，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蓬勃地开展
起来。
大约11年前，我曾认为（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的12亿人
口（当时）是“世界上一支最庞大的受众队伍”，“她的现状如何？
每一个媒介工作者和研究者都不能不关心、关注”，而中国传播学的创新和突破，很可能就孕育其中
。
时至今日，我仍保持这一看法。
不过，需要反思的是，中国的受众研究虽然成绩显著，成果很多，但问题也不少。
主要不足有：一，理论提升不够，大多停留于应用层次；二，视野扩展不够，大多局限于新闻学或传
播学的单一视角；三，自主创新不够，大多满足于重复前人、他人，尤其是外国学者的论点。
在此背景下，红雨博士的新著《解读电视受众：多元化需求与大众化电视》的出版，就显得格外及时
、可贵。
这是她在本人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充实而成的佳作，也是她在电视和受众研究领域耕耘多年的结晶
。
综观全书，克服以上所说的三个缺陷，正是她的努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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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研究以1958年以来中国电视的发展为立足点，从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视角审视受众
的需求变化。
全书围绕电视受众的需求程序、需求动机、需求选择、需求指南向等四个方面解析不同历史阶段受众
需求的表现。
作者站在受者立场上，以实证的方式，提供了一种表达需求多元化的思路，展现了转型期中国电视受
众需求的各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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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红雨，复旦大学传播学博士（2005-2008），现任职于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曾在香港城市大学访问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为：广播电视受众与传播效果、传媒与文化。
曾在新闻传播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出版专著《节目主持通论》（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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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理解受众：从需求开始　一、什么是受众　二、什么是“受众研究”　三、受众研究传统概
述　四、我国“受众需求”研究概述第二章 大众化电视与电视受众　一、大众化电视　二、电视受众
　三、新时期电视受众研究与五次全国性观众调查第三章 中国电视受众收视需求的历史变迁　一、对
“历史变迁”的时间界定与理由　二、电视受众收视需求的变化（1980年至今）第四章 理论运用与研
究设计　一、理论运用　二、研究设计第五章 电视受众的媒介依赖　一、电视在大众“媒介依赖综合
症”中的显著性　二、不同社会阶层受众的电视依赖特点　三、不同社会阶层受众的电视收视理念第
六章 电视受众的收视动机　一、电视受众需求层次模块建立　二、不同需求层次的电视使用　三、电
视受众需求逆满足倾向　四、五种电视受众类型第七章 电视受众的内容偏好　一、电视节目类型　二
、电视新闻的收视偏好　三、电视娱乐的收视偏好第八章 对电视媒介社会功能的评价　一、媒介社会
功能研究　二、服务主体的需求指向　三、话语赋权的需求指向　四、信息介质的需求指向　五、媒
介气质的需求指向第九章 电视对受众需求的虚假建构　一、多元需求的单一化　二、以大众的名义：
收视率的暴政　三、将娱乐进行到底第十章 难以揣摩的受众结语 研究的贡献与局限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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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理解受众：从需求开始受众究竟是什么？
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阶段，受众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演变？
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就认为，交流是爱与被爱，是一种双向的互惠。
苏格拉底虽然没有对受众有直接的描述，但是他对交流的分析，在给西方传播学带来直接启示的同时
，也给受众研究留下了精神和道德的影子。
如果说，传播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交流和互动，那么，受众，就应该是与传者一样值得尊重和理解的交
流的另一方，是与传者平等的沟通对象。
可惜，在大众传播研究的早期，所谓的“魔弹论”却把受众描述为被媒介枪击中即应声倒地的“靶子
”；是既没思想，更无互动的“媒介奴隶”。
虽然这种理论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但是它的影响依然存在。
在后期的受众研究中，学者们仍需十分努力强调受众的主体意识，如丹尼斯·麦奎尔就认为，受众是
一种大众的集合，通过个人对愉悦、崇拜、学习、消遣、恐惧、怜悯或信仰的某种收益性期待，而自
愿做出选择性行为，在给定的时间范围内形成。
在麦奎尔看来，如果不具有主体意味的收益性期待和选择性行为，受众至多仍是被控制的物而已。
对受众的主体性思考一直是西方学者研究的重点，从“类主体化”倾向到“批判视野中的受众研究”
再到“作为意义生产者的受众研究”，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一个受众主体性不断强化的过程，一个从被
动到主动、从非理性到理性、从同质到异质、从接受到生产、从群体到聚合体甚至到个体多元的研究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解读电视受众>>

后记

终于，我觉得它像一本书。
有一点思想，有一些数据，不是浮想联翩地堆积理论，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主观总结。
在多如牛毛的书籍中，我希望它是一本真正的书，而不是一堆印刷纸。
这也是我写完此书一年后才考虑出版的初衷，不断地推翻，不断地修改，用时间质疑、检验所写的一
字一句。
但，我依然诚惶诚恐。
写作中，无数次翻阅大师们的著作，精辟、尖锐的理论，严谨、客观的推理，常使我迷恋，不能自拔
，而不敢继续写下去。
写作中，无数次聆听我所钦佩的前辈们的指导与教诲，距离横亘在期望与现实之间，曾让我产生放弃
的念头。
但，我还是坚持了下去，如登山一样，超越了一个又一个极限，就连自己都不相信，居然，我可以站
在终点。
今天，书稿终于交付，修改无止境，虽不完美，但我渴望它被人阅读。
感谢所有给予我帮助的人。
他们是一连串对我而言充满温馨的名字：我的导师张国良教授，总在关键时刻给我鼓励；黄旦教授总
是耐心地引导我如何查阅相关书籍；尤其感谢徐敏副教授，从问卷设计、调查、统计与分析，直至书
稿的框架结构，每一步都离不开她的直接指导；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康岚博士，她为本研究的实证
部分做了大量统计工作；感谢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俞虹教授，她看到我的每一步成长，总在我最需要帮
助的时候伸出双手；感谢邵培仁教授、吴飞教授、李杰教授、邵志择副教授，他们在我博士论文撰写
期间给过许多建议；感谢我多年的同事沈爱国副教授、徐忠民副教授、朱菁副教授、易容副教授、胡
晓芸副教授、李岩教授，还有许许多多共事多年的老师，与他们相处总让我受益匪浅；感谢李良荣教
授、童兵教授、孟建教授、陆哗教授、孙玮教授、吕新雨教授、李双龙教授、廖圣清副教授，感谢复
旦大学新闻学院每一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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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解读电视受众:多元化需求与大众化电视》是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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