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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传媒研究与传媒实践的良性互动格局 

作者： 胡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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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研究本身可分为三个层面，一、纯理论研究。主要指的是基础理论部分，包括传媒性质、传媒功能、传媒类型、传

媒特质、传媒意义和价值等等这样一些最基本的问题的研究。这个层次研究的价值在于帮助人们更准确深入地认识和把

握传媒，解决的是认识问题。二、应用研究。即对传媒实务的各个层面、环节进行理论梳理和理论概括，涉及到对具体

的传播主体、媒介经营和管理、传播内容、受众、传媒技术以及传播方式等等方面的有针对性的研究。这种研究面对具

体传媒对象和传播任务，其意义与价值在于总结传媒实务经验，为传媒实务提供可具操作性的思路、方法和理念。三、

介于前两者之间的中介层面的研究。这个层面既有整体的对传媒的理论认识，又有具体的有针对性的传媒实务的研究。

目前中国传媒研究尤其是广播电视研究日渐活跃，实践对理论的呼唤也日益迫切。怎样处理传媒研究和传媒实践的关系

是我们正在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如果我们把纯理论研究界定为对于传媒学理的探求，它的评价标准便是学理本身，即

学理自身的系统性、完整性和规律性。如果把应用研究界定为对传媒实践的有用和有效，那么它的评价标准则是可操作

性。从目前中国传媒研究的格局来看，纯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都已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这两者之间的对峙和冲突也是

显而易见的。前者往往执著于传媒学理的体系化，对于应用层面的研究自觉不自觉地产生排斥倾向；而后者又往往存在

着就事论事，急功近利的弊端，对于一般传媒规律和规则有意无意地同样产生排斥倾向。面对这样一种情形，应该发展

怎样的传媒研究，应当推进怎样的传媒实践，其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把握和处理传媒研究和传媒实践二者之间的关系。笔

者认为，传媒研究当中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各有其历史来源和历史积累，各有其不可替代的职责和任务，因而也有其

各自存在的理由。对于这两个层面的传媒研究，不能以一方的标准来要求另一方。但对于中国的传媒理论和传媒实践而

言，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中介层面的研究是相对薄弱和亟待发展的一个方面。这个介于理论和应用中间地带的研究，植根

于传媒学理，又直接面对传媒实践。从学理中寻找对于实践的有意义的理念，又从传媒实践中寻求、提升出具有学理价

值的理念。 

以电视研究为例，如果说纯理论研究我们称之为电视基础理论或者电视传媒学理，应用研究我们称之为电视实务研究，

那么介于两者之间的则是电视观念研究。电视观念的研究首先依据着电视传媒学理，有一套完整、规范、系统的概念、

术语作为表述的来源。另一方面，又直接面对电视实务，从纷繁芜杂的电视实践案例中提取精华进行加工、处理和提

炼，梳理出一些具有规律性的有学理价值的理念。所以，电视观念研究既具有学理性，又具有实践性，既非简单的学理

照抄照搬，也非简单的经验总结。对于加入WTO后正在逐步进入国际传媒格局中的中国电视，尤其显得重要而迫切。如在

全球化、国际化语境中的中国电视传媒遵循怎样的原则，设计怎样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对策；如中国电视媒介环境将发生

怎样的变化，在政策、法律、体制、管理、节目运行、人才队伍建设及媒介经营等众多领域当有怎样的对策；再如怎样

将国际化、全球化与本土化有机地结合起来等等，都是电视观念研究所不能回避的问题。从中国电视的内部构成来看，

在电视传播和电视艺术两大部类中间有一个沟通传播与艺术的巨大中间地带，我把它称之为电视传播艺术，它是以提升

提高电视传播和电视艺术的效率和品格作为宗旨和目标的。电视传播艺术面对电视传播和电视艺术的生产、流通、消费

的全过程，在诸如素材来源、传播时机、主体视点、传媒形象、信息处理、内容设计、类型品种、风格样式及推广宣

传、媒介伦理与社会责任等等方面都有许多既有规律性、又有独特现实实践性的问题亟待我们根据不同的对象作出不同

的理论梳理。 

在整理中国电视观念、中国电视传播艺术理念的过程中，需要注意解决和协调以下几对关系：一、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

系。既要遵循全球电视传媒的普遍规则和惯例标准(尤其是在技术、话语和传播方式上)，同时也要注意整理本土电视的

丰富的经验，尊重中国电视已有的历史积累，尊重中国电视观众的普遍的需求、习惯和口味。二、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

系。既要注意尊重电视传播的一般性、普遍性规则，也要注意众多个别的、特殊的传媒案例。中国社会的复杂结构和复

杂需求决定了中国电视景观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能把个别特殊的案例提炼为普遍规律，也

不能用一般普遍规律消解个别特殊的对象。三、批判性与建设性的关系。电视传媒研究应当具有独立性，不受具体电视

实践的拘泥和束缚，应当以批判的眼光来体现理论研究的独立价值。但另一方面，也需要理解和尊重电视实践，用建设

性的眼光去推进电视实践。四、现实性和前瞻性的关系。中国电视的传媒研究理应脚踏实地，立足于中国电视现实，在

解释、论证、把脉、会诊中国电视的现实方面作出贡献，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电视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用前瞻性的眼光描

摹中国电视未来发展的理想前景。仅仅满足于解释、论证、把脉、会诊是短视的，仅仅描摹理想和前景又是不切实际

的。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方能达到最佳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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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新闻播音的感召力 

作者：时岱┊ 2005-11-28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信息价值的认识，

以及社会、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我

们的新闻播音注重了“大容量”的“快

节奏”。这种适应现代社会应运而生的

“快节奏”播音应当给予肯定，但必需

强调鼓动性质和感召力。新闻宣传…… 

·赵月枝教授获批长江学者讲座教 2009-10-18

·国际青年影像季2009-2010 2009-10-18

·2009互动电视（中国）峰会通告 2009-10-18

·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 2009-10-13

·香港浸会大学第三届普利策新闻 2009-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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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传媒研究和传媒实践是一对相互冲突又相互合作，相互对峙又相互影响的两个领域。有时可能传媒研究较为超

前，传媒实践相对滞后，而有时传媒实践走在了前面，传媒研究却不能满足实践的需求。我们的目标是使传媒研究与传

媒实践在良性互动中相互推进。因此，发展与推进介于纯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之间的中介层面的研究，对于建立传媒研

究和传媒实践的良性互动的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传媒的整体向着健康的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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