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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媒体是政策系统改进和质量提高的有效工具，是政策制定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平台。
社会转型导致利益更加多元，博弈更趋复杂，传媒深度介入政策过程并相融共生。
聂静虹编著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大众媒体功用研究》从政策学、传播学视角，系统梳理中国媒体参
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历程，深人剖析新的媒体生态环境下政策制定的路径变化与影响因素，理性思考媒
体在此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尝试建构良性互动的政府、媒体、公众关系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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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地方及全国性新闻媒体积极跟进，报道角度也从当地环保议题提升到国家社会议题，对广
州市和番禺区政府产生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最终，广州市番禺区政府召开“番禺垃圾综合处理（焚烧发电厂）”新闻发布会，公布5个建设垃圾
焚烧发电厂的备选地址，并表示最终厂址将通过广泛讨论，根据群众意见、环评分析和专家论证来确
定。
可以说，在没有大众传媒参与的情况下，小区业主的呼声很难被公众所关注，也更难通过常规化制度
渠道进入决策者视野，更不敢奢望能促使当地政府改弦更张。
正是由于新闻媒体的合力报道，小区业主的利益诉求才得以关注，并最终上升为当地政府政策决策的
重要依据。
 具体说来，在利益表达和综合的过程中，大众传媒的作用还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大众传媒为公
众的利益表达提供了一条有效通道。
一方面，它减少了利益输入的中间环节，有助于使重要的公众要求接近决策核心，实现自主利益的有
效表达。
政府作为政策行为的主体，其各个部门是公众利益输入的“流通中心”。
然而纵观现有的各种制度化利益输入渠道，毫无例外地具有间接表达和中介输入的特点，公众普遍性
的利益诉求并不能直接反映到相关决策层。
大众传媒具有信息量大、包容性强、影响面广、利益输入比较直接的特点，自然成为重要的公众利益
输入渠道。
另一方面，作为公众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传媒往往以弱势群体代言人的身份为很多无法与决策系
统接触的人群提供表述问题与意见的“窗口”，从而扩大了政策问题的来源，有效地克服了政府决策
的一些“盲区”，客观上为公众深入和普遍地行政参与开辟了道路。
 其次，大众传媒增强了公众利益输入的效能。
公众处于社会的基层，是许多问题的当事人和见证者，内在的利益表达要求十分强烈。
但如上所述，现有的利益输入渠道中介太多、环节过琐和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官僚作风严重、形式主义
泛滥等，容易导致形成公众意见“人微言轻”、不受重视的局面。
如假冒伪劣产品问题和建筑工程质量问题，早为广大公众深恶痛绝，许多人也曾多次强烈呼吁过，然
而由于输入效能较低，一直没有引起决策层足够重视，直至出现一系列严重事故且造成恶劣影响后，
才被提上政策议程来加以解决。
试想，如果这种利益表达得到大众传媒及时有力的支持，形成一定的社会舆论，那么它转变为政策输
出的过程肯定可以大大缩短、效能反而可以大大增强。
这在我国表现尤为突出。
近年来，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传媒舆论监督的力度不断加强，对政治的影响力也与日
俱增。
传媒对于相关事件的披露报道往往会聚焦公众的目光，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继而构成某一政策的先
声，促成问题的迅速解决。
例如对“孙志刚事件”的披露引发了城市收容条例的变革，对广州火车站混乱状况的报道加快了政府
综合整治的步伐与力度等。
 最后，还需指出的是，大众传媒可以提高公众利益表达的理性。
知情是参与的前提，大众传媒通过广泛传播，使公众知晓社会运行的基本状况和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
，意识到问题的轻重缓急和是否有代表性，有助于提高公众有效表达、自主表达的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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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大众媒体功用研究》编辑推荐：媒体与政治的关系，由来已久。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研究媒体与政治的作用与反作用，一方面是因为，公共政策作为“治理手段”在国
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另一方面是因为，“新闻执政”已然成为“媒介化社会”的主流话语
。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大众媒介不但能够传递公共政策信息，还以其特有的“建构现实”
功能对公共政策系统的运行发挥着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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