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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转型与媒介生态实证研究（第2版）》的内容包括了媒介、传播活动、传播理论三个基本
方面。
在媒介方面，除了论及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外，重点探讨了互联网等新兴媒介的生态
；在传播活动方面，除了论及常规的新闻传播外，重点探讨了突发事件的传播；在传播理论方面，除
了论及媒介革新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外，重点探讨了媒介公信力、受众需求与满足、“议题设置功能”
、“知沟”等重要理论命题，此外，还对上海与香港的大众传媒、中国与日本报纸的国际报道作了对
比研究，对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发展历程作了描述与分析。
《社会转型与媒介生态实证研究（第2版）》的出版，不仅彰显了实证研究的价值与意义，而且也以
实例说明：学术研究必须坚持与发扬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学风。
这是学术繁荣的唯一通途。
循此前行，道路会越走越宽广。
因为，生机蓬勃、气象万千的中国的和外国的现实，为传播学研究提供的课题和材料是无限丰富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转型与媒介生态实证研究>>

作者简介

张国良，1954年1月出生于上海。
历史学博士。
曾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主任、日
本东京大学社会信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座教授、中国传播学会首任
会长。
现任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全球传播研究院院长。
获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中国改革开放30年十大传媒思想人物
”、“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台湾“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教育奖”等荣誉。
兼任《中国传播学刊》（Chinese Communication Journal／SSCI）顾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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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转型与媒介生态实证研究>>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相比之下，有关核辐射的报道，《朝日新闻》最多，而《每日新闻》最少。
 2.核电站事故报道的困境 在震灾过去一个月后，日本各大报纸才围绕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发生和应对过
程，展开较为详细的报道。
如《读卖新闻》4月10日以政府和东电初期的应对措施为何缓慢、炉内排气和注水作业为何延迟、日本
为何不接受美国支援等为焦点，详述了东电会长和社长当时不在东京是造成排气和注水迟延的原因，
并披露了美国在地震第二天提出让原子能专家到首相官邸常驻而被拒绝等内容。
《朝日新闻》也对东电的表现和日美之间的交涉进行了报道，《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
产经新闻》也发表了类似报道。
 但总的来说，这些报道的深度不够，媒体不仅对于核事故没有进行必要的追究，而且，对于政府和东
电明哲保身、未向国民充分解释的责任，也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督和批判作用，媒体普遍缺乏独立的调
查报道，过于依赖政府和东电方面的新闻发布会。
因此，有舆论认为，这反映了东电和主流媒体的亲近关系①。
 同时，由于核辐射报道涉及周边农业、渔业人群的生产和生活，以及政府能源战略、企业核能开发、
国民生活安危等问题，迫切需要熟悉核能专业知识的专门记者，而三大报纸对此都应对乏力，它们的
核辐射报道的主要信息来源，为政府公布的消息、东电的新闻发布会以及一些核能专家的解释。
而且，各大报纸在相关问题的深入调查、信息来源的深度挖掘方面，都很欠缺，结果造成了各大报纸
报道的同质化现象，这甚至被很多学者和媒体人尖锐地批评为类似于二战时期统一口径的“大本营发
表”。
 3.对于核能利用的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每日新闻》在4月15～17日，连续三天发表以《震灾后》为
题的社论，论述了应从震灾中吸取的教训。
针对福岛核电站事故引发的核能利用问题，提出了放弃核能的看法，这是日本全国性报纸第一次提出
这样的观点，影响很大。
社论针对地震多发的日本能否与核能共存的严峻问题，指出：即使这次克服了海啸，诸如突发事故对
策的不完善、国家监管体制的不健全等弊端，也不能应付今后难以预测的大地震和核事故带来的风险
。
社论反对核能的继续利用，要求评估日本各核电站的风险，关闭高风险的核电站。
社论还主张，构建新型的低能源、高福利的日本模式。
 对于核能利用一贯采取慎重态度的《朝日新闻》，也在4月20日的社论《脱离核能依存》中，明确表
明了抑制核能的立场，并对原子能的利用方法表示了深刻的怀疑，认为福岛核电站事故使核能利用的
安全神话破灭了。
主张应重新认识和讨论国家的资源政策，并提出以下建议：扩大和分散以太阳能发电为中心的自然能
源的供给；原子能开发从行政层面的推进转换到抑制；废弃事故风险性很大的核电站等。
 4.闪耀人性光辉的作品 3月11日发生大地震以来，日本媒体的报道中，出现了不少优秀篇章。
如《读卖新闻》著名栏目《编辑手账》的记者竹内政明，撰写了一批闪耀人性光辉的作品，感动了很
多读者。
这里，引用几个片段如下： 3月16日：“福岛第一核电站现场的各位作业员工，你们一定没有时间看
这个小栏目，但我仍然要告诉你们，日本全国人民都在为你们的工作合掌祈祷。
” 3月20日：“如果说，忍耐和献身迄今还是日本人的美德，那么，在东北地区老一辈人身上尤其坚
守着，虽然大海啸夺走了他们安静的生活，但这些被称作‘没有诉求’的人们，在避难所里，即使面
对电视采访的麦克风，也没有表示出对救援物资迟迟没有到达的丝毫不满和焦急。
再也不要忍耐了！
——我情不自禁地想对电视画面里的他们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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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社会转型与媒介生态实证研究(第2版)》是全球传播与学术创新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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