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认为，角色分

化、次级体系自主性和文化世俗化是衡量各种政治体系发

展程度的变项，通过结构分化达到一个政治体系的体系、
过程和政策三个层次政治功能的完善，推动政治体系的发

展。[1]随着大众传媒时代的来临，原来由政治系统中其他政

治结构所实施的功能，已逐渐为大众传媒所取代，在政治系

统的体系、过程和政策三个层面中，都能发现大众传媒的影

响。大众传媒不但在实施政治社会化、政治交流、利益表达和

综合、精英甄补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对政策制定、执
行及反馈等环节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本文以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发展概念及其分析

框架为基础，结合对一些国家和地区政治发展的具体分析，

尝试厘清大众传媒在现代政治发展中的角色和功能。
一、大众传媒在体系层面中的角色与功能

在政治体系中，大众传媒在体系层面所扮演的角色，

主要体现在政治社会化、政治交流以及精英甄补等功能上。
第一，履行政治社会化功能。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

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每个政治体系都有某些执行政

治社会化功能的结构，它们影响政治态度，灌输政治价值

观念，把政治技能传授给公民和精英人物。[1]一般而言，大

众传媒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传播媒介可以促进政

治共同体内民众的政治认知，在形塑政治文化过程中具有

无可替代的作用。在西方国家，大众传媒能有效地影响选

民的政治态度和投票倾向。现代民调技术的发展，使得

“民意”也往往受到大众传播的操控。
第二，实施政治交流功能。政治交流 （也称政治沟通）

不只是精英对其民众发送信息，而且还包括全社会范围内

以任何方式影响政治的整个非正式沟通过程。有些理论家

业已将统治视为一种包括信息和情报的收集、储藏和传播

在内的庞大的沟通过程。[2]除了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扮演重

要角色外，大众传媒在政治交流上也占有重要一席。随着

政治社会生活的日益分化，交流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的桥梁

角色更加凸显。民间社会团体的兴起，使得政府与民间进

行政治交流的迫切性增强。由于传媒的时效性等优势，使

其在政治交流结构中的功能甚至超过面对面的直接沟通。
在政治生活中，敌对的利益团体在不方便进行面对面沟通

的情形下，也常通过传媒进行间接对话和沟通。这些因素

都促使大众传媒在现代政府与民间、在各个政治结构之间

进行政治交流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美国政治中，大

众传媒的地位颇为突出。20世纪30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

通过收音机向美国人民进行直播的“炉边谈话”节目，就

是传媒在政治沟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典范。西方政治领导

人经常在媒体上就政府政策与民众交流，或与持不同政见

者在媒体上公开辩论，加深民众对政府政策的认知以凝聚

共识，构筑政府政策的社会基础。需要说明的是，传媒在

政治交流中扮演的角色具有积极和消极双重功能。
第三，影响精英甄补功能。所谓的精英甄补，是指政

治体系中领导人物的选拔和录用。传统的精英甄补功能主

要由政党履行。随着大众传媒影响力的递增，传播媒介在

影响精英甄补上的功能得到强化。在特定的政治系统中，

政党精英甄补的主要渠道是提名制度。参选者最终能否获

得党内提名，往往与能否得到大众传媒的广泛报道以及正

面的宣传评价关系紧密。由于传播媒介巨大的效能，精英

人物的形象塑造往往掌握在传媒手中。因此，传统的政党

提名功能呈衰落之势，大众传媒对政治体系的精英甄补功

能的影响日益外显。
二、大众传媒在过程层面中的角色与功能

传播科技的发展，使得大众传媒逐步发展成为除了政

党和利益集团等专业化的利益表达机构之外的一个相当有

效的民意表达和综合机构，其在现代政治体系中的利益表

达和综合功能越来越突出。
第一，承担利益表达功能。利益表达是指向政治系统

提出的一种要求。利益表达是把人们的态度、意见和信仰

转变为向政府行动 （内行动） 表示要求的方式。在中央或

地方系统内，表达利益的既有政府决策人，也有个人和团

体。如果利益集团和个人无法接近政策决策人，那么利益

表达就不能发生效用，就这个意义上说，“接近”就是要

取得一种陈述政治要求的能力。[3]由于利益表达渠道的有限

性，政治系统中的利益集团和个人往往利用大众传媒间接

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大众传媒通过持续性、密集性的信

息提供和专家意见表达，可以弥补利益表达制度性渠道的

不足。威尔伯·施拉姆 （Wilbur Schramm） 认为，“报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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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和几乎垄断的地位带给他们一个义务，那就是......保证

公众能掌握充分的消息去判断。”[4]大众媒介能提供有关政

策和公共事务的信息，激起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引发行

为倾向；民众也根据传媒内容，针对政府政策议题，表达

自己的态度倾向和利益诉求。大众媒介利益表达功能的实

质是在民众、利益集团和决策体系之间建构一种互动机制，

实现输入与输出的紧密联结。
第二，行使利益综合 （利益汇聚） 功能。利益综合，

也称利益汇聚，是指两个或更多的政治人物的要求结合起

来追求共同的政治目标的过程。在政治系统中通常使用利

益汇聚的是政党，它们试图从复杂的个人利益中找到若干

共同性的原则和要求。利益集团、政府团体或其他任何能

接受和容纳多重要求的机构也可以行使这种职能。[3]利益综

合的本质是把各种要求纳入政策选择并动员支持政策选择

的政治资源的过程。大众传媒行使利益综合的功能主要体

现在对从事利益综合的结构施加影响上。在利益综合过程

中，传播媒介的有效介入可以导致政治支持资源的重新分

配。在选举过程中，候选人的政党、候选人的政见与候选

人的形象主要依赖大众传播媒介的散播和塑造。“在一个

媒介普及的时代，选民可藉由电视等媒体来认识候选人，

感觉与候选人有情感联结的关系，这较政党的力量更为重

要。”[5]媒体对候选人和选情的倾向性报道，可以影响选民

的政治态度和投票倾向。
三、大众传媒在政策层面中的角色与功能

大众传媒除了在政治系统中输入部分履行重要功能和

角色外，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在现代社会

中，政府公共政策的形成主要依赖信息交换和民众需求的

支持，民意只有经过大众传媒的聚集、过滤和筛选，才有

可能被政府部门吸纳。从政府政策推行的角度来看，大众

传媒自身的世俗化和公共化倾向，对于政策或相关议题的

大众化过程起着弥散和催化功能，政府的政策产品只有在

民众中形成共识，才易于推行。因而，大众传媒对于政府

政策不管赞成与否，都发挥着阐释和回馈功能。
第一，介入公共政策的输入与制定过程功能。政策制

定是一个将输入与输出连接起来的复杂活动过程。安德森

认为政策形成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公共问题是怎样引起

决策者注意的；解决特定问题的政策意见是怎样形成的；

某一建议是怎样从相互匹敌的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中被选

中的。[6]他把社会问题进入政府议事程序的途径归纳为政治

领导人、危机或者引人注目的事件、抗议活动和大众传播

媒介等四类。[6]安德鲁·海伍德认为，公共政策可以出自政

治领导人、内阁和政府机构，也可以通过公共舆论、大众

传媒、政党、利益集团和思想库等类似机制传递压力。[7]

大众传媒作为一种专门的利益输入结构，它对公共政

策输入上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它能有效唤起公众对政策议题

的讨论并推动政府关注社会的利益需求；另一方面，大众

传媒也对其他专门的利益输入结构施加间接影响。大众传

媒在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向全社会发布信息上具有的独特

地位和无与伦比的优势地位使它在反映社会成员的意见和

呼声方面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并使得它可能成为决策层

和公众之间进行沟通的中介，这也正是它得以影响政治决

策的重要根源。[8]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在政府政策决策动议和

制定过程中的作用近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邓小平在论

述新闻宣传的功能时说，“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党和政府听不

到的，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目前最突出的问题

是什么，把读者来信加以综合研究，常常就能看出来。”[9]

第二，推动公共政策的输出和反馈功能。在公共政策

执行过程中，政策内容的解释、传播、执行动员以及执行

成效的反馈都使得大众传媒衍生为政策执行体系的中间环

节。在公共政策的执行环节，传播媒介在制造舆论支持环

境、政策执行动员以及政策执行的监督和反馈等方面对公

共政策执行施加影响。大众传媒制造的舆论环境是否支持

政策的执行，事关政策执行的成败。公共政策执行前，传

媒通过在政府和民众之间进行沟通并对民众进行引导和传

播，营造有利于决策实施的舆论环境，推动公共政策的有

效实施，此时，大众传播媒介成为政府进行公共政策宣教

的有效工具。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大众传媒可以及时

反映政策执行情况，通过报道政策执行过程，发挥信息回

收的作用，有利于政府把握民众对政策的支持程度，同时

使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接受民众的检验。在反馈政策执

行情况的基础上，政府可以据此对现行政策进行调整乃至

废止，并转换到下一个公共政策的输入过程。
四、结语

大众传媒的发展水平、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在不同

的政治体系、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存在极大的差异性。当

前，由于全球化发展的巨大张力，科技传播手段的不断更

新，大众传播媒介在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力已与日俱增。在

我国社会转型的大趋势下，如何引导扩大大众传播媒介的

正向功能，规范抑制其负向功能，是必须重视的新课题。
此外，对于新媒体的兴起及其在政治发展和传播过程中的

功能作用也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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