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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分析是媒介以及媒介经济研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是一种对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
描述的研究方法，具有客观、方便、经济等优点。

本书是继1981年Krippendorf的经典专著《内容分析》之后又一本关于内容分析的书。
该书提供了系统全面的内容分析研究的操作指南，深入分析了内容分析中的各种常见问题，如测量、
抽样、信度、效度和数据分析中的各种技术，并附以大量案例，方便初学者学习和运用。
本书逻辑清晰，言简意赅，按照内容分析的步骤顺次介绍，操作性强，具有很强的实际应用价值。

本书可以作为了解内容分析法的首选读物，是传播学、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行为科学研究中不可
缺少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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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社会科学工具　　上一章，为了对内容分析法的重要意义，及其在各种
大众传播研究应用中的具体用途进行回顾，我们对量化内容分析下了一个初步的定义：按照一定的规
则，将传播媒体的内容系统地分配到各个类目中，并使用统计工具对包含在这些类目中的关系进行分
析。
现在，可以提出一个更专业的定义了。
在先前的定义中，我们将传播内容置于中心地位。
而在一个完整的定义中，我们还要阐述内容分析法的目的和步骤，同时也要讨论它的构成要素。
　　对各种定义的评述　　斯坦培（StemPel，2003）对内容分析法提出了一种宽泛的见解，他称之为
“对于我们经常用的非正式性事物，将其正式化并系统化，这是从内容观察法中得出的结论”（P.209
）。
与非正式的处理过程相比，是什么使得量化内容分析变得更正式了呢？
　　韦伯的定义（1990）仅特别提到了“内容分析法是一种研究方法，该方法使用一整套程序，从而
在文本中得出有效推论”（P.9）。
　　克里彭多夫（KriPPendorff，1980）在他的著作初版中，强调了信度和效度：“内容分析法是一种
研究技术，以便从数据及其背景中得出可重复的有效推论”（P.21）。
对数据的重视度提醒读者，量化内容分析是简化主义的，通过抽样以及操作化程序或测量程序的实施
，将传播现象简化为便于处理的数据（例如数字），从中得出对传播现象的推论。
　　霍尔斯蒂（Holsti，1969）在评述了6种前人的定义之后，最终提出了一个颇具包容性的定义：“
内容分析法是通过客观而系统的方法，确定信息的特定特征，从而能够得出推论的任意一种技巧。
”（P.14）　　贝雷尔森的定义（Berelson，1952）是，“内容分析法是客观系统并量化地描述显性的
传播内容一种研究方法”（P.18）。
该定义经常被人们引用，它概括了这一处理过程中要客观并系统化，以及要聚焦于内容的显性（或外
延的，或共享的）意义（其反面是隐含的或潜在的“字里行间”意义）的重要规范。
　　克林格的定义（1973）是，“内容分析法是一种研究方法，用一种系统的、客观的、量化的方式
测量变量，对传播内容做出分析。
”不过，克林格的定义提醒研究者们，即便聚焦于显性的内容，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不需要仔细地
阐述内容与内容背后的抽象理论概念之间的关系。
这是因为，比较而言，大多数内容分析，仅仅简单地用于“测定各种传播现象的相对重点或出现频数
”（Kerlinger.1973，P.525），而没有推导出重要的理论概念。
　　克林格（1973）认为，内容分析法在概念上类似于态度测量中使用“纸和铅笔”的量表，这种类
比与我们在本书第1章中强调的将传播内容看作是一个非干扰性和非反应性的指示器是一致的。
根据克林格（1973）的说法，内容分析法应当被视为“一种观察法”，近似于观察人们的行为或“要
求他们填答量表”，不同点在于调查者“要向传播内容提出问题”（P.5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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