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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海量新闻背景下的“守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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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新闻报道开始从“及时”向“全时”转变。电视、广播将新闻播出的时间限制突破已到

极至，24小时的新闻台不断出现；报纸也努力突破版面空间上的限制，不断扩版；在储藏量上

有着先天优势的网络，新闻更是处在不停地刷新中。新闻量正在急剧膨胀，这种现已存在，以

后将继续发展的情况即本文所指的“海量新闻”。 

在海量新闻背景下，传统传播模式中传播者“守门人”的作用方式正在改变，媒介⑴与受众自

身也越来越多地扮演“守门人”的角色。 

传播者作为“守门人” 

卢因（Lewin）在1947年提出“守门人”（或“把关人”The Gatekeeper Theory）理论，他指

出“信息总是沿着包含有‘门区’的某些渠道流动，在那里，或是根据公正无私的规定，或是

根据‘守门人’的个人意见，对信息或是商品是否被允许进入渠道或是继续在渠道里流动作出

决定。”⑵传播学大师施拉姆（W.Schramm）在论及“守门人”的时候也指出，从发送者到最

终的接收者之间，被淘汰的内容可能是数量巨大的。由此可见，“守门”首先是一种对于可进

入下一传播渠道信息的选择权。在当前的海量新闻中，新闻选择的问题更是被突出。海量新闻

的客观事实对于传播来说，如同技术上的双刃剑，一方面，人们的确可以面对更多的信息，但

另一方面，受众用于从媒介上了解信息的时间不会随着新闻的海量增加而不断延长，反而面临

两个困境：一是大量的信息可能会使真正对受众有用的信息淹没其中，使受众不知所措。二是

在海量新闻中，很多新闻真假难辨，即便源于同一真实事实的新闻，其构成的质量也是良莠不

齐。因此如今“守门人”对于新闻选择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传播者“守门人”作用不是简单地

在降低，而是正在改变其作用方式。 

李普曼（Walter Lippman）有一个“探照灯”（1922）的隐喻。在李普曼看来，媒介像是探照

灯（search light），灯照到哪里，人们就关注到哪里。李普曼的这个隐喻是在论及“议题设

置”的时候提出的⑶（当时“守门人”理论尚未提出），但是如果撇去这个隐喻中“枪弹论”

的痕迹，倒是说明了海量新闻背景下，“守门人”作用新的生成方式。“守门人”对于新闻的

选择，不再是决定新闻对于受众可知还是不可知，而是依靠传统媒介良好的声誉和新闻价值发

掘、制作、传递的专业能力，完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提示受众在漫无边际的新闻中

值得特别注意的内容，这也是现代社会职业分工的体现。在海量新闻背景下，这种工作具有重

要的意义。海量新闻可能使受众迷失在新闻获知充裕的假象中，实际上，海量新闻可能使受众

在与媒介接触的有限时间中，有用新闻获得的效率降低甚至是丧失。从这个角度说，海量新闻

背景下，传统媒介为受众关注焦点划定的“守门”作用，与传统模式下“守门”作用的发挥具

有对等的重要性。“议题设置”理论中这个探照灯隐喻对于“守门人”理解的帮助，从施拉姆

这里也可以找到根据，施拉姆认为：“议题设置的理论是基于两个观点：即各种媒介是报道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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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的新闻必不可少的守门人，其次，人们经常感到需要对复杂的政治世界为他们指出方向，

这就是说，守门人帮助他们决定那些超出他们有限感受的哪些事件和哪些问题，是值得关心和

加以注意的。”⑷当然在海量新闻的背景下，媒介的这种指引不仅仅局限在政治领域，而是包

含生活的各个方面。 

传播者在海量新闻背景下此种“守门”作用，是享有声望的传统媒介和新闻网站吸引大量受众

的重要原因，也是一些文摘类和新闻摘要类的媒介依旧有众多读者的重要原因。在传播者、媒

介、受众这三个守门层次上，传播者的“守门”主要完成“社会规范”对新闻事件控制，以及

凝聚公众对于社会公共问题注意力的作用。 

媒介作为“守门人” 

传播学中的媒介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信息传递的载体，渠道或技术手段；二是指从事信息采

集，加工制作和传播的社会组织。前文已述，除特别指明，本文的媒介特指信息传递的载体、

渠道或技术手段。媒介作为守门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基于因特网的传播，媒介以一种新的方

式控制新闻是否进入下一个传播通道，完成“守门人”职责。同时网络上的新闻是海量新闻的

重要构成，多媒体也被认为是整合其他媒体的一种新媒体，所以本文以网络传播为例来讨论媒

介作为“守门人”的新闻选择。 

媒介已经成为网络新闻选择的重要“守门人”，它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新闻是否能够进入下一

个传播渠道，是否能够最终达到受众。“用户倾向借助于内植在电脑界面中的用户模式

（user models），在网上选择要消费的内容，这样能使得他们在大量的新闻中定制限定数量

的新闻。”⑸即便不是使用用户模式，用户也习惯用关键字检索的方法在搜索引擎中找寻新

闻；同时一些在线新闻服务提供者，可能也是由电脑来完成工作。“有一些在线新闻服务，比

如美国在线上的《纽约时报》，就是以《纽约时报》的编辑人员作为所有新闻的新闻源。而

《圣荷西信使报》（San Jose Mercury News）则是让电脑来完成每日新闻的选择工作。”⑹ 

通过诸如用户模式或是关键字的方法，让媒介技术手段完成“守门人”的新闻选择。由于技术

的特性，是在不考虑价值观、规范差异的情况下，提供包含关键字或是符合用户模式预先设定

要求的几乎所有网络资源，提供给受众几乎在现有资源中不受限制的视角。（虽然有时可以通

过技术手段来实现对某些内容的控制，但是这种技术往往缺乏效力）依靠技术的媒介“守

门”，同时面对两个尴尬。一是容易使受众处于新闻背景的“真空”⑺。与传统媒介上的新闻

不同，网络上依靠用户模式或是关键字检索的新闻，包括很多新闻站点的新闻，新闻搜索结果

只是按照新闻时间排序。受众没有办法依照传统媒介上文章在版面位置、播出时段上的差别、

文章的大小这些辅助信息来辨别一条新闻的重要性，以及这条新闻与别的新闻的关系。这些使

得受众容易处于新闻接受的背景真空中。二是很难显示选择结果与关键词是预设标准的关联

度。因为搜索往往只是显示被检索出来的结果关键字附近的内容，而非真正的内容提要，所以

搜索结果与搜索要求的关联度很难判断。这可能又回到了海量新闻的窘境中，要依靠二度或是

三度等更多条件追加来完成检索。这在受众对新闻不了解的情况下，使得新闻选择变得困难而

缺乏目标。 

事实上，目前阶段的用户定制的新闻，还是比较粗糙的，真正服务到个人的新闻定制还有待来

日。媒介扮演的“守门人”角色相对于传播者的“守门”，其特点为鲜有价值观的判定，同时

在某些时候显得呆板和低效率。 

受众作为“守门人” 

宾州州立大学学者S.Shyam Sundar和斯坦福大学学者Cliffo rd Na ss在他们合著的文章中指

出：受众成为自己的守门人已成为可能。⑻ 

当新闻通过媒介抵达受众以后，“守门”问题依旧存在，此时的守门者就是受众本人。在这

 



里，新闻从抵达受众到真正进入受众意识的过程应该被放大。只有这个过程完成了，传播的一

个传递过程才真正完成。这个过程的被忽略，或多或少有枪弹论的痕迹，因为受众不是对于抵

达的新闻全部接受，还是存在一个选择、“守门”的过程。这个问题在海量新闻背景下更加突

出，因为受众注意力资源相对与海量新闻的稀缺，造成通过前两次“守门”达到受众的新闻依

旧是大量的。那么受众是怎么完成“守门”，在众多的新闻中选择合适的新闻进入下一个传播

通道即进入意识呢？“使用与满足”理论（the uses and gratification approach）的研究

成果值得借鉴。 

“使用与满足”理论，“主要围绕着受众来研究受众如何对待和利用媒介信息，以受众个体接

触媒介信息的动机和目的是否得到满足，来确定效果的有无和大小”⑼。“传播学者麦奎尔将

心理需求的“满足”主要分为四大类——逃避压力、人际关系、人格认同、巡视信息——获得

普遍认同。”⑽这些需要可以被认为是受众“守门”的依据：受众的“守门”过程往往先是浏

览，在浏览的基础上进一步选择将接收的内容，或是直接跳到自己感兴趣的栏目，而预设的标

准就是自己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 

“使用与满足”在以往的大众传播中也发挥着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海量新闻以前的传播模

式中，受众基于“使用与满足”的“守门”与传播者的“守门”相互制衡，受众“守门”受到

传播者“守门人”发出信息的制约。“守门人”的控制，不是单纯的过滤，而是一个与受众互

动的过程。但是在海量新闻的背景下，这种制衡可能被打破。由于受众自主选择的上升，从极

端的模式上讲，一个受众如果撇开了传播者的“守门”，完全自我“守门”，很可能的结果

是，“这种对于职业守门人提供的外部（新闻）排序的相对缺乏，可能导致受众只消费那些和

他自己狭窄的兴趣设置有关的新闻，对于现今的社会和政治事件，使用者依旧可能是很无知

的”⑾。这说明传播者“守门”和受众“守门”结合的重要性。海量新闻背景下，将“守门”

的权力完全交给受众的可能性，如同“枪弹论”背景下把“守门”的权力完全交给传播者一

样，都是打破了“守门”的平衡。 

受众的“守门”作用相对于传播者社会意义上的“守门”，更多是个人兴趣、利益层面上的，

虽然这种兴趣、利益的成因有其重要的社会背景。 

综上所述，传播者、媒介、受众的“守门”有着各自的侧重点和特点。这三种“守门”方式互

相交织，在海量新闻背景下将形成一种新的制衡，共同作用，以重构受众眼中的世界。 

注释： 

⑴本文中的“媒介”指信息传递的载体、渠道或技术手段，非指从事信息采集、加工制作和传

播的社会组织。 

⑵张国良：《传播学原理》第15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⑶⑼孙英春：《传播效果研究的一种途径》，载《浙江学刊》2002年第2期 

⑷【美】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第277～278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⑸⑹⑺⑻⑾S.Shyam Sundar and Clifford Nass Conceptualizing Sources in Online New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March 2001／Vo l.51No.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⑽郭镇之：《传播学受众研究接受分析》，载《现代传播》1994年第3期 

 

（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 2000级硕士研究生 顾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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