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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社会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过渡的过程也就是整合信息传播能力的过程，传播成为
社会生产和知识更新的催化剂，成为现代社会的发动机。
换言之，在信息资源无限丰富而边际成本趋向于零的情况下，追求信息权利的平等成为推动社会关系
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性因素。
如果说经济系统的功能属性在于效率，社会系统的功能属性在于秩序，那么信息的自由流动与有序管
理则是秩序得以产生的前提。
从传播学规范理论的角度出发，传播行为的透明性、传播活动的社会开放性，以及传播对市场逻辑的
质询是传播的本质功能。
　　现代西方的专业主义新闻价值观之所以强调新闻的真实与客观，从思想根源来说，是继承了启蒙
运动对理性、科学、进步和真理的承诺，在专业思维和报道格式上形成了一整套的操作手法。
因此专业是指新闻产品制作程序上的专业和客观而不是新闻本身。
按照一般的西方新闻价值观，一起事件的新闻价值往往在于该事件与某种规范之间存在的负面比较关
系，换言之，即所谓的事件冲突性。
由此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许多“硬新闻”往往关注的是政府、商业以及公共机构背后的错误而非成
功，是问题而非问题的解决，报道所采取的风格是批评而不是表扬。
　　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概念主张对理性的公共使用。
因此公共领域的意图在于，以一种解放的资产阶级道德的名义，来表达对政治支配的公共批评，对真
理的追寻经过有争鸣的和理性的公共批评，是一种对检验的接受和在公众面前对力量的检验。
公共领域的发展可以促进社会整合和群体认同，寻求社会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其次，为国家和政治子
系统奠定合法性基础，参与公共领域的过程就是认可政治秩序的过程。
概言之，公共领域的意义就在于：以公共权力为内容，以公众参与为形式，以批评为目的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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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突发事件的应对与危机传播密切相关。
当下转型中国应对突发事件的危机传播，其成功与否首要在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时效性；其次在于媒体
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最后亦取决于公众民主参与的积极性。
政府信息公开在于制度化建设的保障、推动与逐步落实；媒体新闻报道在于专业主义新闻观的教育与
记者的身体力行；公众民主参与则在于把知情权与参与权不仅作为权利，也作为对社会应尽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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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传统政治伦理的特点又是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而这都建基于中国几千年的小农社会根基
。
张岱年先生认为“从1920年到当代，人们所说的国民劣根性，大都可以归为两个方面。
一是小农经济养成的不良习惯，如愚昧、守旧、盲从、怯懦、散漫、迟缓等；二是封建专制压迫下养
成的不良习惯，如重亲属关系、讲究拉关系、尊官畏官情结、家长作风、独断专横等。
大体言之，前者主要根源于小农经济，由于封建专制主义而强化；后者主要根源于封建专制主义，由
于小农经济而加剧”①。
历来的封建王朝遵循政治治理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训条，也就是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是
排斥公开的。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得民主、法治观念愈益深入人心，但封闭与神秘不会从
骨子里一下子完全根除。
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和政府官员都习惯于保守秘密，而生疏于公开。
　　正是基于上述分析，当下在我国提出政治文明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紧迫性。
首先，政治文明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其次，政治文明是不断听取公众意见最终达成凝聚社会发展共识的过程。
再次，政治文明是在法治轨道上实现的政党治理与公民社会的共赢。
最后，政治文明并不是一些人想当然地认为的可以任意诋毁政府和他人，而首先是一个公开透明、相
互尊重、平等交流的过程。
　　当前，实现民主政治与政治文明应当着重在以下几个议题上下工夫：　　1）是增加透明度，保
障公民的知情权能够落实。
我国的一些重大人事变动和重要决策往往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
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透明度不够所致。
从法理上来看，现代政治文明社会，为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有必要限制或割舍公众人物的一部分隐
私权，保证整个国家机器在透明、公开情况下接受公众的监督。
　　2）是严格限制国家机关的权力，保障公民自由行使民事权利。
在任何国家，政府机关都有不断扩张权力的动机和欲望。
而对权力的自我限制，在人类社会中是一种并不常见的美德，政府权力的扩张必然压缩公民的民事权
利。
因此，必须制定严格的法律限制政府的权力。
　　3）是重新审视民主的内涵，在遵从大多数人意志的基础上，切实保护少数人的基本权利，防止
以民主的方式对少数人实行专制。
民主的本质之一是对政治参与程序的尊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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