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新媒体研究的理论进路

新媒体无疑是当下中国新闻传播研究最为重要和活跃的领域。当前该领

域的研究态势如何？研究者关注的理论重点是哪些？已有研究对新闻传播理

论发展的意义何在？本文从国内四种新闻传播学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国

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2006年至2011年刊发的所有新媒体研究

论文出发，对以上疑问逐一破解。

近年学界虽形成了对新闻传播研究进行年度综述的传统，但对国内新媒

体研究的理论进路鲜有研究者深入探究。而本文选取的四种期刊在2012年公

布的国内CSSCI新闻传播综合杂志排名中稳居前四位，各刊在2006年后纷纷

增刊扩容、开设研究专栏，提供更为宽阔的学术平台。本文的研究样本均来自

于这些期刊中固定开设的新媒体研究栏目、不定期刊出的新媒体研究专题、以

及涉及互联网、新媒体使用、手机、博客、微博、社交媒体等主题的学术论文，书

评、随笔等非研究论文均不计入。

一、 四种学术期刊呈现国内新媒体研究的基本态势

统计发现，2006年至2011年国内新媒体研究呈现出不断趋热、稳步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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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2006年至2011年国内四种新闻传播学期刊的新媒体研究论文分析发现，随着产业发展的推进，

新媒体研究呈现出数量与质量齐飞的基本态势，国内学者关注新媒体对社会建构的作用、受众对新媒

体的使用与满足、新媒体应用与技术扩散产生的效果与影响等理论重点，引发了国内传播研究的新媒

介转向、丰富了传播研究的理论内涵、推动了传播研究的本土化与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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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内四种新闻传播学期刊的分析（2006-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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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势。六年中，四种期刊共出刊176期，刊发论文

共计4746篇，其中新媒体论文445篇，约占论文总

数的9.38%。

从各期刊六年中所刊发的新媒体论文占本

刊论文总量的比重来看，新媒体研究占有重要席

位。其中，《新闻与传播研究》中的新媒体研究论

文比重最大，六年出刊32期中总计刊发论文448

篇，其中新媒体研究论文就有79篇，占论文总量的

17.6%。《国际新闻界》六年间发刊72期，共刊发

论文1355篇，其中新媒体论文154篇，占该刊论文

总量的11.4%；《新闻大学》24期共刊发论文596篇，

新媒体研究论文44篇，占论文总数的7%；《现代传

播》48期共刊发论文2347篇，新媒体研究论文168

篇，占论文总数的7%。

2006年至2011年，新媒体研究总体呈现逐年

增长态势。四种期刊的新媒体研究论文在六年

间以每年总计34篇、42篇、53篇、93篇、110篇、113

篇的速度稳步增长，虽然在数量庞大的新闻传播

研究中，这六年的新媒体研究论文只是分别占到

了总论文量的5.4%、6.5%、7.4%、11.0%、11.4%和

12%，但不难看出，新媒体研究的比重不断增加，

新媒体研究的地位日渐巩固。特别是2009年成

为重要时间拐点，这一年的新媒体论文数量出现

井喷，所占比重首次达到了10%以上，比2008年

增长了3.6个百分点。而比较不同年份的新媒体

论文发表数量可以看出，2006年的新媒体论文数

量只占六年新媒体论文总量的7.6%，2007年占

9.5%、2008年占11.9%、2009年占20.9%、2010年占

24.7%，2011年占25.4%，仅2009年至2011年三年

的新媒体论文数量就占到六年新媒体论文总量的

71%。

二、 四种学术期刊呈现国内新媒体研究的理论关

注点

新媒体研究的理论关注点往往代表着研究者

的学术旨趣、关注热点和研究取向。研究发现，近

六年国内学术界在新媒体研究方面主要关注以下

几方面。

（一）改变与建构：新媒体对社会的影响

新媒体从诞生起就从未脱离社会而单独存

在，关于新媒体对社会建构作用议题的关注在某

种程度上促进了新媒体的研究和理论建构。四种

期刊的研究显示，该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

空间中群体组织的构成与集体行动的特征、规律，

新媒体对社会、人们生活方式和行为带来的深刻

影响与变革等具体研究问题上[1]。

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或“新媒体事件”等传

播现象进行统一界定之难凸显出此类现象的特殊

与复杂，国内学者主要从网络集体行动的涵义与

特性、网络舆情和网络集体行动的诱因和形成要

素、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心

理和精神层面等四方面[2]展开相关研究。研究者

引入西方集体行动研究理论，试图使用“资源动

员理论”、“搭便车理论”、“议题管理理论”等各

种理论和范式，来对网络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

与讨论[3]。研究者还结合社会分层理论，探索当

下中国网络话语权的阶层结构，提出话语权结构

的不平衡成为当下群体性事件频发的诱因之一[4]。

研究者在西方学者的“场”论观照下，指出新媒介

场、心理场、社会场交汇形成了中国的网络舆论

场，既影响网络舆论传播的主体与客体的心理活

动, 也影响具体的网络舆论传播行为[5]。

理论层面上，集体行动理论、符号互动理论、

社会建构理论等丰富资源的引入，积极推动了新

媒介传播现象的研究进程。现实层面上，新媒体

事件与现实互动，借助网络舆论推波助澜，成为普

通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渠道，以及一种集体

情绪、阶层身份的表达与确认方式。

研究者还博采长尾理论、社会网理论、把关

人等理论资源，探究博客、微博等自媒体对人们生

活、行为方式带来的变革。研究经历了从群体虚

拟社区研究向博客研究的转向，播客、维客等“客

家族”现象研究的大量涌现，以及微博带来的全民

狂欢浪潮等不同阶段。在博客研究中，研究者基

于博客传播特征的考察，认为博客传播的核心在

于个人主体身份的确立。实证研究也发现，用户

使用博客能够比使用BBS和个人主页更好地建构

起网络身份。博客撰写者的博客使用行为，以及

反馈对博客写作的影响等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博客传播与大众传播的融合、互补、促进，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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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社会变革的主旋律，影响互联网、传媒、生活、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和层面[6]。2009

年起微博成为学术研究的宠儿，从定义、发展现

状、传播形态与特征，到微博互动结构与机制、应

用与影响等各类研究不断涌现。研究者植根于传

统意见领袖及论坛、社区、博客、各种社交网站等

网络意见领袖的研究，利用计算机技术和数据挖

掘识别微博意见领袖，发现微博意见领袖与追随

者之间是一种非对称性、弱交互的关系。虽然微

博对传统媒体的依赖仍未摆脱，影响力还只是短

暂的，但不可否认微博对社会事件的介入和参与

能力越来越强，正成为社会舆情传播的新途径和

集聚地。

可以说，国内的自媒体研究正慢慢突破“自

我”走向“社会”，从单纯的本体研究，扩展至自媒

体与人类社会交往、与社会现实建构、意见领袖与

舆论等层面的研究。虽有研究者断言,作为现实

社会与网络社会的媒介节点, 微博在用“微力量”

改变中国媒介生态的同时, 也见证着社会生活方

式的变迁[7]。但微博等自媒体究竟如何渗透进社

会生活的众多领域，如何改变着人们的信息获取

方式、社会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仍然缺乏更为全

面、系统的深度研究与思考。

(二)使用与满足：新媒体与受众研究的理论

重点

新媒体受众研究中广泛沿用的是使用与满足

理论，另一理论范式则是受众接受研究，尤其强调

受众主动接受信息、使用和感知媒介的研究视角

也被广泛应用在新媒体研究中[8]。四种期刊中的

研究发现，边缘群体、特殊群体和少数族群等群体

特征更为突出，加之研究便利与个人兴趣等原因

成为研究者关注较多的对象，如家政钟点女工、农

民工、大学生、少数民族群体、青年御宅族、游戏玩

家等。研究者主要关注这些群体的互联网、手机、

SNS、微博、网络游戏等不同形态的媒介接触与使

用。研究路径主要是从使用与感知、选择与接触、

人际互动、社会交往等理论视角挖掘深层次理论

蕴意，并开始逐步关注新媒体受众的身份认同、社

会认同、孤独感、赋权等问题，在丰富现有传播理

论的同时，促进了新媒体的研究和理论建构。

网络游戏蓬勃发展，玩家数量迅猛增长，网

络游戏逐渐取代电视成为下一个世代休闲娱乐的

重要媒体场域[9]，这种传播现象不可忽视。网游玩

家成为新兴的新媒体受众，研究者主要关注玩家

的基本特征及游戏中的社会化行为，以使用与满

足理论、动机理论等为指导探究玩家的游戏动机

及其对游戏行为的影响[10]。此外，研究者以网游

《仙剑奇侠传》为研究对象，从文化研究的理论视

角对其进行解读，认为在该游戏中多元-分权的文

化景观正是网络游戏时代大众文化真正的意义与

价值所在[11]。

手机的使用与感知，特别是在不同群体使用

中发挥的功用吸引着研究者的目光。全球化、现

代化、信息化浪潮中，西部少数民族村寨面临媒介

的强行侵入。对云南箐口哈尼族村寨手机使用的

人类学考察发现，在“传统”与“现代”、“不变”与

“变”这种复杂生活语境下的菁口哈尼族村寨中，

手机媒体呈现了不同的社会活动及文化表现，既

有可能成为“文化表演”的核心，也有可能成为权

力关系网络的一种载体[12]。至于手机在中国农民

（工）外出打工求职过程中的功用，研究者采用民

族志和口述史的研究方法，讲述一个村民打工求

职途中的经历，发现新媒介技术(手机) 在一定程

度上赋予了农民（工）自主性，即一种相对能够掌

握局面的能力和意识，只不过这种自主性和个体

意识还处于萌芽状态[13]。

手机使用与性别、身份的建构研究日渐增

多。如在社会化进程中涌入并流移于上海的家政

钟点女工，虽然这些农村妇女通过手机使用发挥

着重建交往网络、联系家政劳动，异地监护子女成

长履行母亲职责的功用，但却无法跨越自身社会

地位和社会性别身份, 无法超越由城乡、地区、技

术与经济的支配性力量重叠交织的生活世界, 只

能以都市漂流来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源[14]。同样，

新生代农民工在新技术使用、消费、青年亚文化、

阶层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等多个层面的交织之中构

建着自我的社会身份，但他们对手机的消费仅仅

是农民工心理状态的某种表征，无法从根本上建

构其城市社会身份[15]。

本文研究发现，使用与满足理论在集中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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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受众选择、个人使用、对社会交往及网络政

治参与的影响以外，还逐步深入到新媒介使用的

社会、文化、心理研究层面，丰富了新媒体受众研

究的理论内涵。

（三）传播效果：新媒体的正负影响

效果研究是传播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四种期

刊的研究显示，国内新媒体研究中出现频率较多

的是创新扩散、议程设置、新媒介与暴力等经典传

播效果理论。这些基础理论在中国的新媒体语境

中得以推介、检验、应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

理论发展。

罗杰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创新扩散理论，

并在80年代提出修改，主张以“传播网络分析”取

代以前的扩散模式。此后，创新扩散理论在新媒

介背景下的传播研究中得到应用[16]。国内主要集

中于数字技术（互联网、手机）在接入与使用上带

来的数字鸿沟研究，探讨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与

知识分布之间的关联将会带来怎样的社会结果。

也有学者创新性地试图勾连数字技术接入与使用

鸿沟对于人们知识沟的影响，提出新媒介技术成

为一个显著影响和型塑知识沟的变量，知识沟可

以被视为第三道数字鸿沟[17]。

媒体内容中描述的暴力和攻击情况所凸显出

来的媒介效果议题向来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但

当前国内对游戏的暴力影响这一课题研究成果甚

少。研究者开始对国外研究中游戏暴力影响的理

论依据进行引介[18]。而对网络游戏的暴力化走势，

研究者开始关注网游对青少年精神麻醉的负面效

应，指出网络暴力游戏对青少年“娱乐渴求心理”

和“社会文化心理”的满足促使了青少年对网络

暴力游戏的痴迷，同时作为一种媒介文本，网络暴

力游戏还寓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于文本之中，通过

潜移默化地影响阅听人的消费形态，培养青少年

受众的“消费共同意识”[19]。虽然国内对于网游

玩家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但将网游玩家纳入研

究范畴，无疑拓展了媒介暴力对人的影响研究。

议程设置是传播学的关键理论之一，吸引了

大众传播研究者的目光。从提升网络舆论引导力

的视域出发，对新媒介环境下的网络议程设置进

行实证研究，探讨网络舆论引导的实效性。同时

注意到了媒介环境变化对传统传播模式的颠覆，

以及由此带来议程设置研究的困境，提出在新媒

介环境下，突破媒体议程设置为中心的单一研究

方向，把使用新媒介的个体和社群对媒体议程的

作用纳入研究重点范畴[20]。

三. 四种学术期刊新媒体研究对中国新闻传播研

究的现实意义

（一）学术地位树立引发传播研究的新媒体

转向

2006年至2011年国内四种学术期刊的新媒

体研究显示，新媒体研究紧随产业发展，研究阵营

壮大、学术成果增加、学术阵地巩固，逐渐树立了

在国内传播研究中的学术地位。传播理论在发展

中自觉纳入新的媒介与技术要素，转向与新媒介

环境相适应的方向，同时，新媒体研究的疆域也在

传播研究的框架下得以拓宽。除了上文论及的几

大理论关注点外，新媒介技术与产业、新媒体传播

现象与传播机制、新媒体传播伦理、新媒体传播监

管等议题均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

（二）不断推动新媒体传播研究的本土化与

规范化

2006年至2011年国内四种学术期刊的新媒

体研究显示，中国社会产生的大量新事实、新案

例，为新媒体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案例与研究对象，

特别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绝大多数基于国内

发生的热点事件。对经典传播理论进行中国化的

解释或检验，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注脚。

此外，传播研究方法日渐多元与科学化，量化研究

方法逐渐受到追捧，质化研究方法也被越来越多

的研究者使用。这些变化与成绩，推进了新媒体

传播研究的本土化与规范化。

（三）多学科研究视野丰富传播研究的内涵

2006年至2011年国内四种学术期刊的新媒

体研究显示，新媒体研究逐渐突破了单一传播研

究框架，吸收多学科理论资源，丰富了传播研究的

理论内涵。例如借鉴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的研

究方法对“网络流行语”、“网络流言”、“网络恶搞”

等新媒体文化现象进行分析。在新媒体与社会、

新媒体与人、新媒体与文化的宏大视野中考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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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影响。研究视野的多元化，扩展了传播研

究的学术空间，也极大地提升了研究对于社会整

体发展的学术价值。

新媒体，是一个有着无限可能的研究领域。

扩展新媒体研究主体、挖掘研究范式、创新研究方

法，推动中国新媒体研究的多元化、纵深化、规范

化，在理论设计与创新上实现质的突破，无疑是未

来新媒体研究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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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与年份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各刊总量

新闻与传播研究 52 59 84 89 84 80 448

国际新闻界 186 187 204 303 243 232 1355

现代传播 297 305 318 350 547 530 2347

新闻大学 90 96 111 101 95 103 596

年度总量 625 647 717 843 969 945 4746(合计)

期刊与年份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各刊总量

新闻与传播研究 4 5 12 15 19 24 79

国际新闻界 18 23 19 46 26 22 154

现代传播 10 13 17 22 51 55 168

新闻大学 2 1 5 10 14 12 44

年度总量 34 42 53 93 110 113 445（合计）

表1 四种期刊论文发表总量

表2 四种期刊新媒体论文发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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