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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对女性发展的影响探析 

作者： 石潇纯  

┊阅读：614次┊ 

辩证地看，大众传媒对于女性的发展无异于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大众传媒因其商业特质和大众立场，在一定程度上、

一定范围上还女性以言说的权利，从而对男权控制话语场、控制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形成颠覆和重构的力量，使女性经

由传媒影响主流社会成为可能。  

网络传媒的发达更意味着传者与受众平等相处时代的来临，在网上人与人的对话已成为数字式的点对点的交流，性别、

身份均变得不再重要。另一方面，受收视率、发行量等经济目标的制约，大众传媒追逐利益最大化，制造刻板印象；而

这一刻板印象形成的社会基础是以男权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主流文化。现代社会的性别对立已不直接表现为压迫与

反抗，而是表现为渗透、吸附和同化，现实生活中一种由男性话语霸权构筑的“场”的力量无时无刻不对女性构成吸附

和挤压。在这种吸附和挤压下，女性不由自主地把男性的需要和标准内化为自我的需要，从而放弃独立的自我人格，成

为“他”所要者。  

关于女性发展与传媒发展的互动关系可以描述为：一方面是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女性自我意识的高涨带来的性别鸿沟

逐渐消弥的趋势；另一方面是传统文化和商业文化合谋下媒介使性别鸿沟进一步加大的趋势。  

一、赋权与维权  

传播学理论认为，大众传媒受众的基本权利包括：  

1.传播权(the right to communicate)。传播权是构成社会的每个成员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在传统上称为表现自由

或言论自由的权利。社会成员是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的主体，他们有权将自己的经验、体验、思想、观点和认识通过言

论、制作、著述等活动表现出来，并有权通过一切合法手段和渠道加以传播。  

2.知晓权(the right to know)。知晓权在广义上来说，指的是社会成员获得有关自身所处的环境及其变化的信息，保障

社会生活所需的各种有用信息的权利，它是人的生存权的基本内容之一。  

3.传媒接近权(the right of access to mass media)。传媒接近权即一般社会成员利用传播媒介阐述主张、发表言论以

及开展各种社会和文化活动的权利。同时，这项权利也赋予了传媒应该向受众开放的义务和责任。  

这是普遍意义上的赋权，其赋权的程度范围受制于国家机器和主流意识形态。在我国，大众传媒具有更多的社会公共和

公益事业的特征，国家通过覆盖全国的广播、电视、通讯网络向公民传达信息和国家意志，并进行多项知识的普及和宣

传，从而使受众尤其是女性受众获得受教育的权利，这一点对于农村女性尤为重要。  

据1995年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现状与发展课题组的调查统计，中国女性在新闻从业人员中的比例为：在报业，女性占全部

记者、编辑的27.5%；在广播电视业，女性占37.3%；在通讯社，女性占29.2%。女性新闻工作者的平均年龄为35岁，80%

以上具有大学或大专学历，其中有新闻专业职称的占总数的33%。①此外，中国还有为数不多的妇女媒介。截止1996年，

中国有42种女性期刊，3种妇女报纸，1996年3月，中国妇女报社与首都女记协联合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妇女传媒监测网

络。②  

女性传媒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中国女性的代言人，为消除性别歧视，争取和维护妇女权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发言权的

获得是女性干预现实、争取发展的关键性的一步。  

对于我国女性而言，一大批高学历、高职称的女性进入新闻工作者队伍，将大大加快女性赋权的历史进程。  

二、开放与对话  

中国传统女性活动的范围限于一家一户，其发言的内容限于柴米油盐，其交流的对象限于同性和比自己更弱小的老人孩

子。这种封闭的、死水一潭的客观环境强烈制约了传统女性的认知和行为，并愈来愈趋向男权所期待的边缘化和弱势

化。即便是现代女性，也受到太多因素的限制，不能取得与男性同等的发展机会。因为是女性，她进入决策机构和权力

集团的机会便少得多；她获得出国进修、出差访问、培训提高的机会也少得多；她工作以外的2/3以上的时间必须用于照

顾孩子、操持家务，从而失去交友、旅游、交流的机会。大众传媒，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使这一男权禁锢的神

话遭遇解体。女性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媒体意味着她获得了越来越广阔和越来越多的对话和交流的机会。同时大众传媒无

处不在的触角向女性展示了风光旖旎的另一片天空，极大地开掘了女性认识世界的能力，激化了她的创造性和叛逆性。

 

传播学理论认为，大众传媒的对象是社会上的一般大众。受众的广泛性，意味着大众传播是以满足社会大多数人的信息

需求为目的的大面积传播活动，也意味着它具有跨阶层、跨群体的广泛的社会影响。无论书刊、报纸、电影、电视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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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都旨在建立一种大众的对话平台来争取大众的支持，仅仅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传媒的制作者也不会忽视占大

众人口近1/2的女性的需要。这就意味着女性经由这一开放的平台取得了向现实世界的突围。  

大众传媒对女性发展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  

1.媒介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和媒介高技术化导致的数字化鸿沟造成女性新一轮的边缘化  

媒介资源占有的不平等不仅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从世界大多数国家来看，与男性相比，更

多的女性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在我国的文盲中，妇女占80%。生活在底层的事实决定了她们接受教育不是首先学习使用现

代的新兴传媒与互联网，而是首先利用传统媒介。此外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技术常常被看作是男人的事情，女性使用互

联网的比例远远低于男性，由此而产生数字化的鸿沟。  

学者卜卫曾对《人民日报》的读者情况和瀛海威网络的用户情况进行调查。调查显示：经常阅读《人民日报》的男性读

者占读者总数的65.3%，女性读者仅占34.7%；③瀛海威网络用户中，男用户占92.31%，女用户仅占7.69%。④美国苹果电

脑公司副总裁罗宾·亚伯拉姆斯女士指出，在计算机时代，高新技术几乎完全改变了人类交流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

它意味着获取和发表信息的权利。它对妇女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如果我们忽略这种机会，那么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

步，我们不但不会获得应有的地位，反而是会被进一步边缘化。  

2.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业传播机制使女性重新沦为欲望化的载体  

大众传媒必须从事经营活动，这是维持传媒组织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传媒的经济收益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广告

收入，二是信息产品的销售收入(即通常意义上的发行量或收视率)。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文化消费的时代，社会的世俗化

和文化产品的商品化使众多的私有传媒业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竭尽所能制造“卖点”、“看点”，这一“卖

点”与“看点”的社会基础便是大众认同。此处的“大众”并不代表真正意义上的大众，而是社会中占强势的男权文

化，他们左右着大众的趣味和爱好。  

学者金一虹指出，从20世纪80至90年代，女性意识正在女性杂志商业化的过程中退化，其表现为：(1)又结“美人心

结”。这历来是为男性中心文化所强调的主题，即女性对这个世界的最大贡献是成为美的载体，男人眼中的一道风景

线。(2)强化女性传统的家庭角色。当代女性除了传统的家政外，还要学会科学育儿以及如何保持自己的温柔和性魅力，

宣传女人为家庭、为男人而活。(3)培养女性的消费人格，强调物质及女性商品化。⑥遍布传媒的广告以女性作为最大的

消费市场，几乎所有的女性消费品广告都以突出女性的生理性别特质为要旨，强调其被“看”的第二性特征。  

正如女性主义批评家劳拉·穆尔维所说的：在这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女性作为形象，男人作为看的

承担者”，“看的性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作用的男人的眼光把他的幻想透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性

形体上”⑦。  

大众传媒对女性发展的双重影响并非在同一水平线上均衡使力，事实上不同国家、地区、种族乃至个人，其作用的机制

均不相同。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一影响的程度及发展的态势并采取多种措施和办法清除不利因素的影响，使传媒始终朝

着有利于妇女乃至全人类发展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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