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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肯定会有很多与媒介生态学相关的奇珍异宝，但是，更快地切入

主题，我们还是先直接从传播学引进中国之后产生的中国传播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寻找和总

结有中国学者特点的、真正属于中国学者自己的媒介生态学理论和思想。基于这一认识和想

法，我们梳理和总结出以下六种媒介生态理论。

1、媒介环境论。

媒介环境或传播环境概念的提出和比较系统的研究，最早可以在中国大陆第一部传播学

专著《传播学原理与应用》
1
中找到，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用了8页专门讨论了�传播环境�

问题。接着作者在《教育传播学》和《传播学导论》两部著作中又作了深入、全面的分析研

究。

在生态学看来，环境是指生物栖息地以及直接或间接影响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因素；在社

会学眼里，环境是指人类赖以生存的各种自然和社会因素。但在传播学视野中，�传播环境，

是指存在于传播活动周围的所特有的情况和条件的总和。在这种情况下，传播与环境表现为

互动互助、相辅相成、共存共荣的互制关系。�就是说，�环境既是媒介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

条件，也是人类进行传播活动的基础和条件。环境作为人类进行传播活动的�场所�和�容

器�，传播活动既在它里面�表演�，也在它里面存放和发展，环境对传播起着维护和保证的

作用。�媒介环境论认识到传播环境具有无限性、开放性、差异性、相关性、影响性等特点，

它对传播活动作用的性状也是可变的而非定向的，是自发的而非自觉的，并且是潜在的、渐

进的和渗透的。

媒介环境论强调，它�所要研究的不只是传播系统内部的媒介环境现象，而是从一定

角度研究和审视整个世界，即还研究包括传播系统外部的地理环境、物理环境、社会环境现

象，诸如规范因素、价值因素、经验因素、以及政治、经济、道德法制、文化等社会意识的

综合情况，甚至心理环境的状况，都可从特定的窗口进入传播学者观照、分析的视野，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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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体系中的一部分。�

媒介环境论依据研究对象同自然地理的距离将环境分为地理环境、物理环境、社会环境、

媒介环境和心理环境（图2-1环境金字塔），越是向上同自然地理的距离越远。地理环境是

指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包括地理位置、气候、地貌、植被和自然

资源等同人们生活和传播活动有关的那一部分自然条件；而物理环境是指非自然的、存在于

传播活动中的能减弱或加强传播效果的特定的人为的物理情境；社会环境是指存在于传播活

动中的由人类主体聚集、汇合后所形成的社

会状况和条件；媒介环境是指大众传播机构

在运作管理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整体气氛，

是由大众传播活动全体参与者的行为方式

聚合后形成的一种习惯模式；心理环境是指

由人类自身皮肤之内的种种心理活动所构

成的情感状态。这就比较全面、系统地将与

传播活动有关的所有环境现象和问题都包

括在研究范围之内了。

后来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一书在此基础上，专门以�环境与传播�和�社会

环境与传播�为题用两章篇幅来讨论环境与传播的关系问题
2
。倪延年主编的《知识传播学》

一书也设立了�知识传播环境论�一章，系统论述了教育传播和知识传播中的环境问题
3
。

蔡凯如在《穿越视听时空:广播电视传播论》
4
一书则从媒介信息与媒介经营的角度，用了两

章篇幅专门讨论�广播电视的传播环境�和�中国广播电视市场面对的海外传媒环境�。支

庭荣在《大众传播生态学》
5
从传播生态学角度对媒介的�拟态环境�和�大众传播的国际

环境�进行了有颇有意义的分析研究。这些研究均从不同角度和层面丰富和充实了媒介环境

理论。

2、媒介整体论。

媒介整体论是邵培仁于1991在《关于传播模式的思考与构想》一文和《政治传播学》一

书中提出来的，后来在《传播学导论》一书中又进行了十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
6
。�它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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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和网络传播等人类重要传播系统的内在机制与外部联系进行的一种直

观的整体的综合的呈现与描述。因此，它不仅要充分考虑本系统与外部世界的复杂联系，而

且要重视传播过程中各种因素共同构成的整体关系以及人类传播的全部现象。�事物是普遍

联系的，传播世界是一个整体。为了避免在考察局部再组合成整体的过程中丢掉重要的整体

信息，应该从整体的观点来认识媒介世界。媒介的整体意义是在局部组合中形成的，局部分

析对于整体模式重建，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枝节。媒介整体论的�基本任务始终是再现整

体，始终把各种要素有意识地归并到整体之中，努力找出传播的本质和规律，同时再进一步

�认识�它，�适应�它，�支配�它；而被割断联系的游离于整体的孤立的传播因素是无

法认识、无法把握、无法支配的。�因此，媒介整体论�要求传播学者在研究中要自觉地和

正确地将整体与局部、要素与因子、内在结构与外在关系等有机结合起来，不要忽视问题的

任何一个方面。�

媒介整体论的�认识对象既是整体的又是互动的。整体互动模式抛弃了传播的单向性和

被动性，突出强调了传播的双向性和能动性，昭示了传播的多向性和复杂性。在研究中，整

体互动模式将整体看作是互动因素的聚合与归并，将互动当作是整体形态的链条与部件，将

两者的有机统一视为对人类传播活动的全面而综合的呈现，也是为传播研究寻找一个辩证分

析的模式和途径。�整体互动模式包括了三个系统，即人际传播系统、大众传播系统和网络

传播系统。这三个系统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它们将协同并存、互动互助、共进共演。

媒介整体论不仅具有媒介生态学精神特质，而且可以给媒介生态研究提供思考路线和理

论构架。在某种意义上，媒介整体论所具有的四个特点也可以看作是媒介生态学的研究特点：

(1)它强调整体性和全面性。(2)它强调辩证性和互动性。它的各要素是双向交流、多向沟通

的，也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共同发挥效应的。(3)它强调动态性和发展性。

它往复循环、生生不息，强调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4)它强调实用性和非秩序化。它

不像其他理论那样具有理想化色彩，它密切关注现实，紧密联系实际，是从现实传播活动中

抽取出来的，又为实践活动服务。

3、媒介系统论。

所谓系统，是指�相互关联的元素的集�或�处于一定相互联系中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

各组成成份的总体�
7
。媒介系统论首先是方法论，它�是以传播整体为起点，用联系、转

化的观点，综合研究传播系统的信息流动过程和信息的形式与结构，以便获得有系统的整体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页；邵培仁著：《传播学导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3-96

页。
7 [奥]L�贝塔兰菲著：《一般系统论》，秋同、袁嘉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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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性能和知识�。作为研究方法，系统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有区别的要素组成的集合体和

统一体，但是整体并不等于各要素的简单迭加；系统是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

约和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各要素只有按照某种合理结构有机的组合起来形成系统才能获得

整体效益和整体功能；作为人工系统的信息传播系统总是带有一定目的的，而凡是带有目的

性的系统也必然是可以控制和协调的系统；凡是系统都有层次，而层次都是有序的，无序便

无系统；任何系统都处于一定的环境之中，系统除了与本身内部事物密切联系外，还必须会

同外部环境发生联系，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所以必须适应环境的变化。
8

媒介系统论更是媒介生态系统论。崔保国教授率先对媒介生态系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

研究。他认为，�媒介生态系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核心

问题。��媒介生态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媒介系统、社会系统和人群，以及这三者之间的

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媒介与个人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受众生态环境；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

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媒介制度与政策环境；媒介与媒介之间的相互竞争构成了媒介的行业生

态环境；媒介与经济界之间的互动关系则构成了媒介的广告资源环境。�

崔保国认为：�媒介生态系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核

心问题。��媒介生态系统具有多种层次，多种结构，可以作各种不同的划分。按照人类活动

范围可分为村落、城市、区域、全球、宇宙等媒介生态系统。媒介生态系统的基本单位一般

以城市或区域来划分。应该是基于某个区域或城市范围内的媒介个体、媒介种群以及媒介与

个人、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对于媒介生态系统的构成，崔保国参照生物学家的办法，按照媒介在社会信息系统的传

播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富有创造性地将媒介生态系统划分为六界：即媒介符

号系统、媒介资源系统、信息处理媒介系统、信息储存媒介系统、信息传播媒介系统和信息

接收媒介系统等。并且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有时还会使这六界媒介系统之间相互转变

和相互融合。
9

我们认为，不论是作为方法论层面的媒介系统理论，还是作为生态论层面的媒介系统理

论，它们都可以为媒介生态学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4、媒介信息论。

基于媒介生态学视野的而一般方法论意义上的信息研究，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中始

于1988年出版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该书主要讨论了信息污染和信息饱和。作者认为，

8 邵培仁著：《传播学导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29页。
9 崔保国：《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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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污染，是指信息内容对社会的危害。� 对于媒介中色情、暴力、凶杀等内容造成的信

息污染，作者指出，不同的国家、政体、制度实际上采取的态度并不相同，理论界的看法也

不一致。有的认为，�信息污染是一种社会公害，控制信息污染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

也有的认为，�信息污染是社会的稳定剂、溢洪道，目的是让人们津津乐道于暴力、色情、

通俗低级文化，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从而缓和政治、经济危机。�因此，�人类并不需要生

存在一个无菌的物质世界中。高度净化的信息环境，会使人变得简单、片面和麻木，失去思

维活性。所以，关键问题是控制信息污染的程度。�作为爆炸状态的�信息饱和�，是指�在

某一阶段、时间内，信息量超过了人维持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信息饱和�并不是指知

识增加了多少，而是因为电子媒介的迅速传递，使各门各类知识又重新聚在一起，以高度相

关的状况集中起来涌向接收者�，从而�使人无所适从，失去心理平衡。�
10

《传播学导论》一书除了深度分析了信息浸染和信息爆炸的表现和危害，还分别探讨

了知识（信息）匮乏和信息侵略的特征、原因以及人为干预的措施。
11
作者认为，�信息匮

乏是信息爆炸的伴生现象，也是信息爆炸的负面效果。�大众一方面因信息爆炸而不知所

措，另一方面又因大众媒介提供的巨量信息中严重缺乏他所需要的�有价值的�、�能了

解事情真相的�、�对自己有用�的信息而苦恼不已。与西方学者的媒介入侵论不同，中

国学者提出的信息侵略论认为，当一个国家试图利用其传播优势，有预谋地引诱或迫使对

方接受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最终是以异域信息生态嫁接和取代本地信息生态，就是信息侵

略。而真正的�信息交流，通常是善意平等的、自觉自愿的，是以相互信任、相互学习的

态度借鉴和吸收对方的精华信息。�在一些论文和著作中，作者还讨论了信息泛滥、信息超

载、数字鸿沟、信息公平等既是媒介生态、媒介状况、又是�社会后果�和�社会问题�

和论题。
12
所有这些信息论题，事实上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信息生态或媒介生态问题，也都是

理论与现实中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5、媒介地理论。

媒介地理研究与媒介生态研究实际上是一对�姐妹研究�。当你讨论媒介地理问题时，

你会涉及生态；当你谈论媒介生态问题时，你又会涉及地理。�地理是无数生命循环的起点

10 戴元光、邵培仁、龚炜著：《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61-167页。
11 邵培仁著：《传播学导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82-195页。
12
邵培仁著：《传播学》（修订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50-151页、第161-162页；邵培仁、

张健康：《关于中国跨越数字鸿沟的瓶颈与对策》，《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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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终点，也是生命循环的基础之一。女娲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也被尊奉为人类之

母。��女娲用泥土造人的传说正好反映了人与地理的生命依存关系。� �无数事实证明，

当人类和媒介的发展尊重并顺应地理的特点和习性时，它们就发展顺利，呈现出繁荣昌盛的

状态。当人类应对地理环境的创造力衰退或协调不当时，媒介文化就开始衰落，进而又会危

及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这里的媒介与地理关系也可看作是媒介与生态的关系。从媒介

发生学的角度考察，�从人类发明媒介的那一刻起，媒介就与地理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学术联

系和媒介地理现象。� 因此，�媒介地理学关注和重视特定地域产生的特定媒介形态，及其

相同媒介形态中呈现出的不同地理样本，认同和理解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下人的不同传播特

点，以及不同区域受众对媒介内容会有不同的地理�看法�，�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媒

介地理学就是从人类、媒介与环境的关系中去研究人，研究人如何在特定的环境中发明媒介、

使用媒介和活化媒介，如何自觉不自觉地通过媒介呈现地理、审视地理或突破地理，�进而

达到人地协调、天人合一。

毫无疑问，人类是在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人类的传播活动要受到一

定的地理环境的影响。因此，�传播是人性的外化，也是环境的折射。��人类的物质和精神

形态包括传播和文化等活动，都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于是�相同的媒介形态却能反映

出不同的地理样本�和生态环境。�随着网络传播的进一步发展，人类面临的将是地域媒介

的消亡和全球媒介的崛起，传统的媒介地理学将被颠覆或改写。� 当下，全球媒介地理的形

势与媒介生态的形势一样，都是十分严峻的。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技术、人力优势

着力构筑�传播高地�，而好多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信息盆地�之中；�大众媒介�正受到利

益驱动加速将自己打造成�城市媒介�和�市民媒介�，而广大的农村地区和农民则处于信

息的边缘地带；媒介源地的本土性和地方性论述及其对本地方言的过度坚持，有可能演变为

先进文化、民族文化的反对派和落后文化的保卫者。同时，知识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知识鸿

沟�、�信息差距�也正日益扩大。不断加深的文化差异、媒介歧视和信息鸿沟正把人类带入

一个充满冲突、不平等和分裂的时期，给正在建设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带来潜在威胁。
13

6、媒介生态论。

国内学术界在论述中国媒介生态学的发生史时，一般是从媒介生态理论的核心概念�媒

介生态�的出现来认定。崔保国教授认为，在我国现有的文献中，最早提出�媒介生态�概

13 邵培仁：《媒介地理学：行走和耕耘在媒介与地理之间》，《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3期；邵培仁：《作

为最新研究视野的媒介地理学》，《媒介方法》2006年第1期；邵培仁、潘祥辉：《论媒介地理学的发展历

程与学科建构》，《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邵培仁：《论媒介地理学的正当性、科学性和学术

坚守》，《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关于媒介地理论的论述均引自这几篇论文。

http://www.go2pdf.com


念并对�媒介生态�进行系统、深入论述的是邵培仁的《论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

和《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两篇论文，从而�开创了国内媒介生态研究的先河�。
14
叶芳、

庾月娥在对1979至2005年《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研究后，虽然发现 1996

年已经出现�文化媒介生态�一词，但文章不是关于�媒介生态�的研究，而邵培仁的�两

篇论文被誉为媒介生态理论的开山之作应该是不虞之论。�
15
《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

偏重于媒介实践论，通过联系媒介实际，运用传播学和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和知识，对传播过

程中个人、群体、媒介和其它社会系统之间的矛盾、冲突、协同的诸种生态关系进行了探讨

和分析，梳理和总结出了五种具有较强解释功能的生态规律���传播生态位规律�、�传播

食物链规律�、�传播生物钟规律�、�传播最小量规律�和�传播适度性规律�，并由此提出

了一系列媒介生存策略。
16
《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一文建构了一幅比较清晰的媒介生态

学的版图，以一种分析性架构综论�当代媒介生态学在市场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建立人�媒介

�社会��自然的和谐关系和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而作出的新的认识和理性思考�，

提出要树立媒介生态整体观、媒介生态互动观、媒介生态平衡观、媒介生态循环观及媒介生

态资源观五大观念，来迎接市场经济的考验，与西方媒介巨人展开全方位的竞争，化解媒介

生态危机。
17
这两篇论文对国内媒介生态学的研究起了引导和启发的作用。随后，国内不少

学者加入到媒介生态学的研究中来。

其实，在此之前，邵培仁在《论人类传播史上的五次革命》一文中，就曾针对�传统媒

介死亡论�提出�媒介生态规律可能有别于自然生态规律�的观点，认为在�新的传播革命

爆发后，人类在旧的传播革命中所使用的传播手段不会被随之抛弃，而总是以一种新的面貌

又出现在新的传播活动之中。它们的生存与发展似乎并不遵循优胜劣汰、物竟天择的法则，

好像更符合互动互助、共进共演的原理。例如，文字传播并未淘汰语言传播，电子传播并不

排斥印刷传播，而网络也未对抗电子传播，它们的发展似乎是一种相互竞争、相互借鉴、相

互协调的关系。�
18
媒介生态发展的事实似乎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媒介生态的法则有

其特殊性，有别于自然生态法则�优胜劣汰、物竟天择�的媒介生态法则�互动互助、共进

共演�也已得到学术界广泛的认同和引用。

14 崔保国：《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2期。
15 叶芳、庾月娥：《中国大陆�媒介生态理论�研究述评》，《新闻知识》2006年第7期。
16
邵培仁：《论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新闻界》2001年第3期。

17 邵培仁：《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新闻大学》2001年第4期。
18
邵培仁：《论人类传播史上的五次革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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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陆，《中国传媒报告》是最先开辟研究专栏的重要杂志，在2003年第2期和第

3期该杂志连续以�媒介生态研究�专栏发表一系列国内外专家学者在媒介生态方面的重要

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媒介生态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刘易斯�芒福德与科技生态学》、

《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试论史前媒介生态中非语言媒介的演变》、《传媒歧视：

论当代信息传播中的不平等》、《公共政策变迁和媒介生态循环》、《试论中国电视文化生态的

转型》等。这一系列论文的发表、转载和网络传播，推动了我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发展和深

入。

接下来，从媒介生态学主体论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以下成果。许永论述了媒介的内生

态，她把媒体间竞争与制衡所形成的结构体系作为媒介的�内生态�，并从优化资源配置的

角度指出，媒体要正常发展，需要�从认识媒介内生态开始�。
19
王炎龙运用�结构整体性�、

�物种有限性�、�要素依存性�、�机制非线性�和�运动扩移性�等传媒生态规律探讨电视

产业生存逻辑。
20
张志林、王京山运用�生态位�原理分析了网络媒介的运用规律。

21
邢彦辉

通过对传媒生态系统中各资源间的关系分析、单个传媒生态系统中的资源循环、多个传媒生

态系统中物质与能量的流动与转换三方面的分析，指出传媒生态资源的循环对于传媒生态系

统的平衡、稳定与升级具有重要的作用。
22
陈祁岩从媒介的宏观系统探讨了我国媒介产业化

的发生的生态学解释。
23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使用媒介生态的学术触角逐渐延伸。有的学者认为，要维持健

康的媒介生态，必须通过对媒介的正确使用，来维护并保持和谐的媒介环境，使公众与媒介、

媒介与社会保持一种互动互补的良性关系。
24
有的学者认为，媒介作为社会中的一个子系统，

与其他的社会子系统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媒介生态的局部机能失衡，会破坏媒介生态

向均衡的复归，影响社会的稳定与进步；媒介应该找准边际，控制媒介机能的正效应和负效

应，维持均衡，克服信息不对称。
25
何镇飚从生态系统要素组成、媒介生态循环、公共政策、

媒介生态评价等多个方面，提出应该通过媒介广告自律与公共政策实现媒介生态良性循环，

实行媒介生态系统的多元化评价，自觉执行媒介广告自律，实现媒介生态改良和长远利益。

19许永：《优化媒体资源从认识媒介内生态开始》，《新闻知识》2002年第 11期。
20王炎龙：《传媒生态规律与电视生存逻辑》，《声屏世界》2003年第 1期。
21张志林、王京山：《网络媒介生态位初探》，《出版发行研究》2005年第 12期。
22邢彦辉：《传媒生态系统中的资源循环》，《当代传播》2006年第 3期。
23陈祁岩：《中国媒介产业化发展演变的生态学探讨》，《理论月刊》2005年第 9期。
24 王敏芝：《从媒介生态看政治生态》，《报刊之友》2003年第5期。
25徐尚清：《�非典�报道与媒介生态平衡��对非典报道的边际与信息均衡的分析》，《新闻与写作》2003

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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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也有学者针对媒介盲目集团化指出，强者未必是适者，而适者一定是强者。媒介的多样性

应是实现媒介与社会发展及二者良性互动的重要途径；中小型媒介应该顺应形势、遵循规律，

根据自身特性确立发展思路和运营模式，而不应该盲目跟风。
27
还有学者认识到，生命个体

的生机来自于�生境�中的�生态位�，媒介的生机则来自于�媒介生态位�。�媒介生态位�

中的媒介竞争主要表现为�媒介种群�内的媒介对该�媒介种群�的�媒介生态位�各位段

的争夺，因此在�媒介生态位�上进行正确定位，能够使各媒介之间真正实现错位竞争。
28
同

样，即使像电视新闻栏目创新，也要讲究栏目生态定位，要使新闻栏目与新闻理念之间维持

一种对位关系，即栏目的内容与形式、栏目的构成与编排要对位，从而使栏目运作的人才资

源、信息资源、受众资源、财力资源的使用和调配的过程合理循环，确保品牌栏目的传播效

应。
29
也有人认为，西方媒介的环保新闻报道从内容、形式到风格，不仅值得从媒介生态学

的角度去分析，而且也能给媒介生态研究以启迪。
30

针对媒介生态的恶化趋势，罗锋认为，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媒介生态要求人们确立媒

介环境保护观念，构建正确的信息传播与消费模式，确保媒介生态的总体平衡和良性循环；

以话语权寻租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的有偿新闻严重破坏了媒介生态，导致生态环境危机，使

整个社会生态系统呈现传播食物链中断、媒介生态结构失衡、信息资源浪费等恶性循环态势；

因此，治理有偿新闻应采取权力监控、加大寻租成本等措施。
31
对于媒介歧视造成的媒介生

态失衡和信息不公平，引起了樊葵的注意。她认为，在当代信息传播过程中,传播者总是偏

爱某些阶层的受众而忽视甚至歧视另一些阶层的受众。它的实质是一种传媒歧视。从长远来

看,传媒歧视将日益加剧现代社会的知识信息鸿沟,破坏媒介生态和平等公正原则,不仅可能

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同时也会影响和扭曲大众媒介自身的发展。
32
陈兵对于中国媒介生态中

出现的新闻自由的滥用、公共论坛的缺失、媒体犯罪传播的加剧、受众科技享乐主义的蔓延

和全球美国化的肆虐等五大危机，探索了传播生态重建的对策，认为应当从树立正确的生态

观、鼓励媒介自律、实施媒介他律，实践木桶理论、倡导政府作为、营造共栖主义等六个方

面重建生态平衡，从而推动我国传播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33

26 何镇飚：《从媒介生态角度谈广告自律》，《当代传播》2004年第2期。
27 金长江：《中小型新闻媒体运营战略思考��兼谈集团化选择的或然性与媒介生态》，《中国三峡建设》

2003年第9期。
28 樊昌志：《媒介生态位与媒体的生机》，《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 6期。
29 谢立文：《媒介生态位与电视新闻栏目创新》，《电视研究》2004年第12期。
30 蔡启恩：《从传媒生态角度探讨西方的环保新闻报道》，《新闻大学》2005年第 4期。
31 罗锋：《试论媒介�寻租�行为对媒介生态的破坏》，《泰山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32 樊葵：《当代信息传播中的传媒歧视》，《当代传播》2003年第5期。
33
陈兵：《拯救传播：论传播生态的失衡与重建》，《中国传媒报告》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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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播生态学进行全面、系统和集中研究的博士论文有张健康的《媒介生态的失衡与调

适》（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2006年）；专著有支庭荣撰写的《大众传播生态学》。该书将大

众传播生态学界定为基于生态学的大众传播学，主要研究大众传播活动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作者认为：媒介的技术性特征是传播媒介�物种�区分的标志，传播媒介之间的竞争、捕食、

寄生关系及其构成的种群整体，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文和经济景观；媒介作为经济组织的自

利性与作为社会组织的公益性，这种内在的冲突是致命；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传播系统调控

和自我调控的阈值不同，是避免过度竞争带来灾难性结果的重要保护性机制；如何抑制我国

处在市场化与行政性夹缝中的传媒的无序性运作和泡沫化趋势是传媒生态不可忽视的问题。

从以上的研究，目前中国大陆关于媒介生态的研究主题，或是直接将生态学理论应用于

媒介问题的研究；或是从不同角度研究媒介生态的个案或宏观研究；或是以媒介生态为研究

视角或作为研究框架，探讨其它媒介问题。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媒介生态研究更多地侧重

在媒介内源性生态的研究上，重点讨论的是媒介业务、媒介经营管理。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

偏向微观层次的研究，与以人类为中心的、偏向宏观层次的西方媒介生态研究，有着显著的

差异。这说明，一是我国的媒介生态研究从一开始就试图强化其学术性的�原子核�和�中

国化�，以避免在宏观的文化研究中丧失自我和本真；二是与西方媒介生态学者大多来自文

化研究领域不同，中国研究媒介生态的学者大多来自新闻传播学科；三是侧重媒介业务、媒

介经营管理的研究也是与当前中国急速发展的媒介集团化的背景分不开的；四是最先进入媒

介介生态研究的学者其思维模式及其成果对后来者起到某种思维定势的作用。

中国大陆的这种研究现状，恰恰说明媒介生态研究在中国仅仅是一个处女地，还正处在

探索和成长时期，人们对媒介生态学的理解和认识还相当肤浅和狭隘。这也是一种新的方法

和思考方式出现时的典型情况之一。往往从应用的目的出发，从一些媒介现象出发，面对一

种新的理论，有点手足无措，慌不择路。从目前来说，媒介生态学研究不论是现象描述、应

用分析还是理论建构，其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不够，需要越来越多人和资源继续投入。另一面，

这种研究有待深入和�落地�，应该脱离单纯理念的证明和演绎，落实到真正的中国土地和

传播学研究的土壤里。因此，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也开始出现，要求我们不能仅仅停留的理

论的借用、对部分现象的解释和过于明确的功利性，而应该进行真正的本土化研究和理论建

构，使媒介生态研究真正成为学问，成为扎根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学术大地上的和有自己

旺盛生命力的一棵大树。

http://www.go2pdf.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