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传播的结构与功能 

主讲教师：李本乾 教授 



一. 传播过程的构成要素 

     传播行为的引发者，即以发出讯息的方式主动作
用于他人的人，在社会传播中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
群体或组织。 

• 传播者，又称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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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传者，又称信宿 

    讯息的接受者和反应者，传播者的作用对象，受传者同样可以是
个人，也可以是群体或组织。 

• 讯息 

      由一组互相关联的有意义符号组成，能够表达某种完整意义的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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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又称传播渠道、信道 

    讯息的搬运者的反作用，也是将传播过程中的各种因素互相连接
起来的纽带。 

• 反馈 

    受传者对接收到的讯息的反应或回应，也是受传者对传播者的反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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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线性、控制论与社会系统模式 

       所谓模式，是科学研究中以图形或程式的方式阐释对象事
物的一种方法。 
       模式的类型包括文字模式、图像模式、数学模式，其中，
图像模式最为常用。 

•模式：含义及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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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播过程的线性模式 

  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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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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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者   

分析          
内容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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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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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 
1、第一次较为详细地、科学地分解了传播的结构和过程； 

2、第一次明确界定了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即5W分析。         

缺陷： 
1、忽略了反馈； 
2、割裂了传播过程和社会过程的联系； 
3、效果出现与否并不确定，效果在这里只能算    是“环节”，

并非“要素”。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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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农-韦弗模式 

信源  发射器 信道 信宿 接受器 

噪音源 

评价： 
 
优点： 
1、首先将“噪声”的概念引入传播模式研究之中； 
2、该模式对一些技术和设备环节的分析，提高了传播学者对信息科技在传
播过程中的作用的认识。 
 
缺陷： 
1、容易将传、受双方的角色固化； 
2、忽视反馈和社会过程对传播过程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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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播过程的控制论模式 

奥斯古德-施拉姆模式 

  编码者 
 
  释码者 
 
  译码者 

  译码者 
 
  释码者 
 
  编码者 

 讯息 

 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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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优点： 
1、明确地变“单向直线性”为“双向循环性”，引入“反馈”的机制，
从而更科学、更客观地反映了现实的传播过程； 
2、引申出一个“传播单位”的概念。 
 
缺陷： 
1、容易让人误以为各个“传播单位”的传受的地位、机会均等； 
2、适用于人际传播而非大众传播； 
3、未清楚地显示传播过程和社会过程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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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播过程的社会系统模式 

赖利夫妇模式  

评价： 
      该模式说明，任何一种传播过程都表现为一定的系统的
活动，而多重结构是社会传播系统的本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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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M   R  媒介 

马莱茨克模式 

自我印象  

人格结构  

来自接收者的自发反馈  自我印象  

人格结构  

人员群体  

社会环境 

媒介组织 

来自公众压力 

受众所处群体 

社会环境 

内容加工 
对内容的选择  

内容的体验  

信息制约  

  对媒介的印象 

  媒介的制约 
来自媒介的压力制约 

传播者对受众的印象 

受众对传播者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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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优点： 
1、不仅深化了对“社会过程”（在传播中的作用）的认识，同时还
深化了对“心理过程”（同一作用）的认识；  
2、该模式的科学性和详尽程度，使得人类对传播现象的认识越来越
全面、深刻。 
 
缺陷： 
这一模式，虽然列举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因素，但并没有对这些因素的
作用强度或影响力的大小差异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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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的基本功能： 

    传受信息。 

    对传播的各种功能，迄今已有许多人考察过，其中较有代

表性的观点，有“二功能说”、“三功能说”和“四功能

说”。 

 

一．传播的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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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功能说：工具性和消遣性 

     从功能的角度看，传播可分为实用性传播和娱乐性传播，或者

说工具性传播和消遣性传播。      

     工具性：E·托尔曼，强调传播的实用性。人们进行传播，目的

是“应付环境”，帮助人们有效地生存与发展。 

     消遣性：W·斯蒂芬森，强调传播的消遣性。目的是“充实情

绪”。提出“游戏理论”,认为最有价值的传播能给人带来快乐的、

与“游戏”相当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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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播功能的三个层次 

个人——从工具角度来看，主要是了解环境变动、学习社会规范

和各种知识；从消遣角度来看，则是调节身心； 

组织——从工具角度来看，主要是为决策提供依据，协调组织成

员（的思想和行动）；从消遣角度来看，则是调节组织成员的情

绪； 

社会——从工具角度来看，主要是监视环境、协调社会各部分，

传递社会遗产；从消遣角度来看，则提供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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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拉斯维尔和赖特的“四功能说” 

•监测环境：用“新闻”不断地向整个社会及时报告环境的变动； 

•协调关系：以“宣传”聚合社会各团体和个人对环境采取一致的、有

效的行动； 

•传承文化：通过“教育”使社会规范和知识等精神遗产代代相传； 

•消遣娱乐：借助“娱乐”使社会获得休息以保持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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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功能说”：负功能研究 
 
 
    由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提出。认为大众传播有以下三种功能
（并称前两种是正功能，后一种是负功能）： 
 
    1、授予地位。无论个人、组织、事件，一旦上“报”、登
“台”，即名扬天下； 
    2、促进社会规范的实行； 
    3、麻醉精神。与大众媒介的接触，耗费了现代人的大量时
间，使之越来越疏于行动，却还沾沾自喜地误以为参与着社会
实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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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st are free of 
charge and 
open to new 
members 

• Over 66% of 
north American 
population 

• Billions of users • Nearly 1000 
sites were up 
and running on 
the internet .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网站数量多） 

Registered 
users  

（注册用户多） 

Easy to 
access 

(使用门槛低) 

Percentage 

（覆盖面广）  

1.两大环境 

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媒介造成"虚拟环境”的比重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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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两大环境 

•李普曼的名著《舆论学》     

•“两个环境”理论 

           现实环境 

             虚拟环境 

      “外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关于世界的图像” 

（Walter Lippmann，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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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虚拟高尔夫球游戏中心 

2.两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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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距离临场感 
the sense of ‘being there’ 

社会临场感 
The sense of ‘being together with 
others 
 

当受众感觉置身于介导的环境中会产生
远距离临场感，许多虚拟现实的科技，
例如3D投影显示、手势探测会在虚拟
的高尔夫游戏中产生更加真实的体验 
(Choi et al., 2001). 

在进行虚拟高尔夫游戏的过程中，社会
临场感会让玩家在实时的高尔夫虚拟球
场与其他玩家互动 
 

空间线索(虚拟环境的相关信息，如3D
显示、音响等,) (Hassanein and Head, 
2007)  
 

社会线索（与其他用户以及计算机等的
的交互行为信息） (Hassanein and 
Head, 2007; Lombard and Ditton, 
1997; Moon and Nass, 1996) 

案例:室内虚拟高尔夫球游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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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大环境与网络身份认同 

     “刻板成见”指的是人们对

特定的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

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

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

感情。 

      社会群体形象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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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大环境 

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雕塑 柏拉图《洞穴人》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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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个世界与网络舆论形成 
        

受众世界 

虚拟世界 

真实世界 

真实世界、虚拟世界与受众世界： 

对称与非对称   反映世界与塑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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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物理世界中的身份塑
造 

面对面的交流显示出来的关
于性别，外貌，教育水平方面
的信息使得人们无法伪装成另

一个身份。 
人们可能会通过隐瞒自己的
背景和个性来创造一个新的身
份，但还是收到了物理上的限

制。 
 

 现代虚拟世界中的身份塑造 
在不透露任何关于自己真是
身份的前提下，可以通过网络

文本等进行交流。 
即使是语音交流出现，人们
也可以通过控制自己所说的内
容来达到重新塑造身份的目的。 

 
 

网络匿名性对于身份塑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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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发现，人们在社交网络上的身份塑造实际是按照自己的

hoped-for possible identity来进行的。 

       Hoped-for possible selves are socially desirable identities 

an individual would like to establish and believes that they 

can be established given the right conditions.  

  Actual self 与 Ideal self ：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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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环境”理论 
 
     
 
       由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提出。他认为，我们生活在两个环境
里： 
       现实环境和虚拟环境。现实环境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体验之外的
客观世界。 
       虚拟环境是被人意识或体验到的主观世界。这本无新意。 
       李普曼的创造性在于，强调指出了大众传播的作用。即现代社会
中，“虚拟环境”的比重越来越大，它主要是由大众媒介造成的。即，
现代人和现实环境之间，插入了一个由大众媒介构筑的巨大的“虚拟
环境”或者说“媒介环境”。 
       课堂讨论：请同学举出相关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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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公理”和“自我达成的预言” 
 

 

     “托马斯公理”：W·托马斯，美国社会学者。如果人将某状

况作为现实把握，那状况作为结果就是现实。 

 

      “自我达成的预言”：默顿，美国知名传播学者。如果人根

据对状况的错误理解开展行动，结果，就可能使这一错误理解成

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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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播研究与发展研究 
 

1958年，拉纳的著作《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出版，
标志着探讨传播与发展（经济成长）因果关系的第一部主要著作诞
生。 
 
19世纪20年代,传播作为社会变迁的工作引起人们关注;但早期发展
模式中并未将传播作为重要变量被提及和探讨; 
 
二战期间,人们真正认识到了传播的作为社会变迁的强大威力; 
 
二战后,大众传播为第三世界国家加速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和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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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拉纳的贡献 
 

1958年，拉纳的著作《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理论框架

认为: 

 

有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系统:传统社会与现代化社会;所谓现代化,无非

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程,并专门论述了传播对现代化

的作用. 

 

拉纳的重要贡献:首次尝试建构传播与现代化的理论,促使研究者开始

思考传播在社会转变过程中的角色,形成了一个新的领域——发展传

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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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传播研究的经典范式 
 
      发展传播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问题： 

 
发展何以构成； 
什么策略可以完成发展； 
传播在发展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发展传播研究经历了经典范式、修正和批判范式和新范式三个阶
段，并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 

      主要代表人物有： 
 

     拉纳 
     施拉姆 
     罗杰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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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传播研究的经典范式 
       

      拉纳的“移情”模式 
 

 基本内容： 
  拉纳以中东六国为分析对象，以识字率、都市化率和传播体系为指

标，发现这三者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关系。 
  拉纳认为，传播体系的变动，既是整个社会体系变动的结果，又是

其变动的原因。拉纳通过相关分析形成其理论核心，即现代化的过程，
就是城镇化、教育、大众传播的普及和公众的参与这四个因素相互作用
的过程。 

       
    
 
      

识字率 都市化 传播体系 

近代社会 61% 26% 媒介 

过渡社会 21-60% 11%-25% 媒介-口头 

传统社会 20%以下 10%以下 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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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传播研究的经典范式 
 
 

     拉纳的“移情”模式  
 

      拉纳进一步指出，传统社会成员的个性结构内在
的固定性质，形成了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有
必要强调移情概念，即，“从别人的境地来观察
自己的能力”或“把自己投射到另外一种角色的
能力”。 

      “传播的策略，必须为建设性活动产生合适的态
度环境”，这只有通过“转变人的想象力，给予
他高度认同新环境的能力”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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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发展传播研究的经典范式 
          
       动态的心理，产生动态的个体，这是现代工业化社会的关键性要
求。在此前提下，拉纳把转变人的想象力的角色归于传媒，将大众传
媒形象地称为发展的“奇妙的放大器”。他提出，应扩张大众传媒，
使其提供那些发展中国家快速的社会变迁所需要的新观念、新习惯、
新行为的“线索”。 
 

评价： 
优点： 

       总的看来，拉纳的见解是很有道理的，故至今仍被视为“传播与
发展研究”或“发展传播学”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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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传播研究的经典范式 

 

 缺陷： 

      1、他对三种社会形态的分析过于粗疏，未能清晰地指出它们各自的
特点； 

      2、他对传播与发展关系的描述也是粗线条的； 

      3、他只论述了国内的传播要素，而忽视了国外要素的作用； 

      4、他的研究，以西方、特别是以美国的发展为中心和参照系，从而
忽视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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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传播研究的经典范式 
 

     施拉姆的传播发展战略 
 
     基本内容： 

  施拉姆于1964年出版的《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
发展》，从宏观战略角度出发，强调发展中国家应充
分重视大众传播的作用，加大力度，提高效应，以促
进现代化。他全面提出了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利用大众
传播事业促进社会发展的系统理论、发展战略和政策
意见；第一次具体而全面地阐述了传播与社会发展的
各种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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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传播研究的经典范式 
   

  他强调“有效的信息传播可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做出贡献，可以加
速社会变革的进程，也可以减缓变革中的困难和痛苦”。 

       施拉姆从传播的三大功能出发，指出：媒介可以在四个方面发挥直接作
用： 

  1.推广农业新技术; 

  2.普及卫生知识; 

  3.扫除文盲; 

  4.实现正规教育.      

       评价： 

    施拉姆力求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和具体需要，注意避免简单
照搬西方的现成模式，值得充分肯定。但他的一些设想也不尽切合实际，
难以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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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传播研究的经典范式 
          
     罗杰斯的“创新-扩散”模式 
 

             基本内容： 

             在1962年出版的《新技术的普及过程》一书中，罗杰斯提出
了著名的“创新-扩散”模式，把发展传播学研究进一步引向定量
化，使其具有更强的应用性。 

             罗杰斯认为，传播是社会变革的基本要素之一，并把新思想、
新事物的普及推广看作是特殊的传播形态。 

 

             社会变化: 

   内生型变化、接触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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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传播研究的经典范式 
         

             罗杰斯提出了一个以“接触大众传媒”为中心环节的传播和发
展模式，包括五个投入环节、一个中心环节和五个产生环节。 

 

             投入环节包括：读写能力、教育水平、社会地位、年龄、世界
主义精神，它们决定一个人能否接触大众传媒；中心环节是接触大
众传媒，包括订阅报刊等；产生环节是接触大众传媒后的效果，即，
移情性格、务农和治家的创造性、政治知识、成就冲动、教育和事
业方面的进取心。 

 

             罗杰斯把大众传媒比喻为“神奇的转换器”。 
        

第二章 传播的结构与功能 

第五节 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 
 



三、发展传播研究的经典范式 
  
     罗杰斯的“创新-扩散”曲线 

 

         罗杰斯认为，创新的扩散总是一

开始比较慢，然后当采用者达到一定
数量（即“临界数量”）后，扩散过
程突然加快（即起飞阶段take-off），
这个过程一直延续，直到系统中有可
能采纳创新的人大部分都已采纳创新，
到达饱和点，扩散速度又逐渐放慢，
采纳创新者的数量随时间而呈现出S形
的变化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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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传播研究的经典范式 

 

    评价： 

             罗杰斯侧重于个人层次的现代化研究，但同时注意到，社会
结构、社会规范及其造成的社会风气，对创新扩散的影响，强于
个人特质的作用。但是，罗杰斯和以前的学者一样，没有对社会
结构、社会制度如何促进或阻碍创新传播和国家现代化作深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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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旧范式的欠缺 
（发展传播研究的修正和批判范式） 

      

      基本内容 

             1970年代以来，经典范式式微，修正和批判模式出现。对传播
与发展研究的第一代范式，罗杰斯等学者持修正的观点；诺登斯壮、
席勒和海尔门等人则持批判的观点，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和依
附理论。 

             罗杰斯等学者认为，第一代范式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主要归咎
于发展中国家本身，而未意识到或较少意识到发达国家的影响，以
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复合作用。为此，他们认为在考察传播
与国家发展时尤其应当注意：信息传播、社会经济利益方面的平等；
大众参与；发展中国家的自信和独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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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旧范式的欠缺 
（发展传播研究的修正和批判范式） 

    

             媒介帝国主义理论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雄厚
的资本，操纵了传播内容，并通过技术交流、贸易、人员培训等活动，
向第三世界国家传播有利于自己的价值观，称为“媒介帝国主义”或
“电子殖民主义”。 

   依附理论则认为，西方提供的现代化传播技术和设备以及“现代
化”的传播内容，实质上是现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和传播秩序的
产物。在国际上，这会导致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拉大，
在国内，则会出现现代化的特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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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旧范式的欠缺 
（发展传播研究的修正和批判范式） 

 

 评价： 

  批判学派的观点，有助于深化人们对媒介与国家现代化的复杂关
系的认识，其缺陷在于，“破”重于“立”，即侧重批判了发达国
家的媒介体制和发展状况，而未能为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发展路径提
供切实有力的建设性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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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展传播研究的新范式 

          

 基本内容： 

  1980年代以来，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发展传播研究进入
第三个发展阶段。 

  具体地说，研究者进一步肯定大众传播对于推动社会发展能起到
的重要作用，普遍以多元的立场对待不同的观点和研究方法，认为
各发展中国家应选择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目标和道路，形成与之相
适应的发展传播模式。 

  以泰拉尼安的“社群主义”道路理论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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