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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播技术与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文化等诸多力量的结合，不仅极大地扩大了信息的跨国流动，
而且促成了不同时期国际传播体系的形成。
从以电报为基础、以大英帝国为主导的殖民帝国时期的国际传播体系，到二战后以印刷和广播，特别
是短波广播为基础，以东西方两大阵营长期对峙为特征的冷战时期的国际传播体系，再到20世纪80年
代以来，以商业化广播和影视为基础，以美国等西方大国为主导的跨国商业传播体系的全球化发展，
国际传播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过是特定国际传播体系中少数大国传播议程设置下的跨国信息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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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节 从国际传播到全球传播：现代民族国家体系　　的转型及其传播模式的变迁一、文化帝国
主义理论的缺陷依附理论和文化帝国主义批判有效地批判了国际传播理论中的现代化范式和发展传播
学，它们从全球经济与传播系统的空间视角反驳了冷战社会科学以进化论为依据的时间视角，指出“
不发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形成与运作，而不在于所谓社会发展的阶段。
但是，批判理论与现代化理论一样，将民族国家当做组织经济和传播活动的最重要的单位，将所有跨
越边界的传播活动都看作是国家行为的结果，并且附属于国家的目标和战略。
以国家为中心考察国际传播活动，在把握了现代传播机构主要的组织方式与行为模式的同时，也忽视
了许多非常重要的社会发展趋势以及民族国家所不能涵盖的经济与文化现象。
首先，将传播活动单纯地看作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进行竞争，或者国家在全球体系中争取自身权利的工
具，忽视了存在于国家之内和跨越国家的传播行为与传播权利。
在现代民族国家之内，还存在有因不同的族群、地域、阶层、性别、宗教等原因而形成的小型共同体
，而其中有许多是跨越现存国家边境的联盟，比如世界性的宗教，跨国族群，国际非政府组织等。
这些非国家的社会群体也需要传播媒介来传递信息、交换意见、协调行动、维护认同，建构共识等。
在国际传播领域所进行的有关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争论中，不论是主张商业传播机构“信息自由
流动”的一方，还是坚持边缘国家“信息主权”的一方，都没有关注到这一部分群体的传播权利。
商业化媒体的扩张与兼并导致全球传播渠道和内容的标准化和娱乐化，而民族国家也经常以主权为名
剥夺和压缩边缘群体的文化与传播资源。
两者在竞争的同时也共同导致了全球传播资源向主导社会集团倾斜，减少了传播与文化的多元化表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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