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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兴起于当今西方世界的媒介民主公共运动方兴未艾，它的政治意义何在？

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萨帕特主义以及独立媒体运动引发了学界和政治界对批判性传播的关注。
这股学术浪潮的主要关注点在另类媒体和社会运动的“媒介策略”之上，如“通过媒介推进民主化进
程”。
海科特，凯偌尔的这本《媒介重构(公共传播的民主化运动)》乘这股学术浪潮之势，分析媒介自身的
民主化问题，并将媒介作为对其他社会运动产生关键性影响的特殊领域，对新闻报道机制的改革问题
进行探讨。

《媒介重构(公共传播的民主化运动)》假设大众传播领域中存在着巨大的“民主赤字”，是“民主赤
字”推动了全球化中心地带(北大西洋地区
)的公共传播改革。
本书的聚焦点是激进主义运动如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介内容、媒介业界、媒介结构和媒介政策提出
挑战并促使其改革。

本书的创新之处是捕捉到了在文化与政治激烈交锋的边缘刚刚兴起的社会运动，它根植于三种传统学
术性理论，即民主政治理论、媒介批判研究和社会学之社会运动理论，这些理论成为我们诠释媒介民
主公共运动的理论依据。
通过对这些理论的深入思考和综合分析，我们为读者提供了对当代西方传播民主化运动独特而又新颖
的思想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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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序
致谢
第一章 导论：超越媒介民主赤字
 一、批判学派的主题：媒介的民主赤字
 二、正确认识民主赤字
 三、挑战民主赤字
 四、本书结构及研究范围
第二章 权力与媒介场域：危如累卵？

 一、媒介与权力
 二、透过媒介行使的权力
 三、媒介的权力
 四、媒介是一个场域吗？

 五、国家背景
 六、媒介民主化的意义
第三章 社会民主化进程：社会运动与公共传播
 一、构建现代性过程中的社会运动、媒介与民主
 二、从“运动与媒介”到民主媒介公共运动
 三、网络运动的希望
 四、多元化阵线上的动员工作：媒介民主公共运动的双向视角
 五、媒介民主公共运动的类型
 六、另类媒介
 七、改变作为媒介环境的现实世界
 八、改革公共传播系统
 九、媒介民主化：新生的运动
第四章 共识与分歧：媒介民主化的规范与职责：
 一、媒介与民主：三种视角
 二、左派的断层线
 三、相互冲突的运动框架
 四、人民传播宪章
 五、媒介民主公共运动之定位
第五章 革命尚未成功，媒介仍须结盟
 一、革命漫长，仍未完成
 二、当代媒介公共运动
 三、媒介联盟
第六章 英国新闻与广播自由运动
 一、目标、责任与策略
 二、联盟或是放弃
 三、新闻与广播自由运动难以界定的影响力
第七章 媒介公共运动面临的挑战：障碍与对手
 一、设计运动框架面临的挑战
 二、动员工作所面临的挑战
 三、资源短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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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自我边缘化：左派需要统一步伐
 五、错过的机遇和人为的障碍
第八章 媒介公共运动之跳板：机遇、资源、战略及盟友
 一、公共运动的“拨火棍”
 二、积极起跳
 三、战略
 四、分歧性的观点
第九章 全球化城市公共运动的形成与反霸权问题
 一、温哥华局势：媒介公共运动的地方性场域
 二、媒介公共运动作为政治场域：网络组织分析
第十章 媒介民主化反霸权：身份认同、政治愿景与战略
 一、植根于内心深处的身份认同
 二、社会政治愿景
 三、具有战略意义的优先目标
第十一章 结论：媒介公共运动能成为社会运动的枢纽吗？

 一、媒介场域是否是斗争场所
 二、媒介民主公共运动与抵制霸权
 三、再现政府中心论
附录
参考文献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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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个有效的战略是为进步信息或相对信息寻找新闻话语的“突破口”。
公共利益组织和社会运动有时是通过创造自身的新闻价值来缓解与新闻媒体之间关系的不对称情况。
这个想法的关键是能够辨别什么样的行动和问题才构成新闻，然后制定战略性的关键信息（诉求于戏
剧性、新奇性和冲突性等“新闻价值”），并将之传播出去。
有些媒介活动家，比如圣弗朗西斯科的战略性进步信息网络专门训练社区组织从事这种以新闻为导向
的运动；其他机构，如圣弗朗西斯科公共媒介中心则设计一种围绕付费广告反复出现的运动。
这些策略具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吸引不同利益组织参加与其主要目标直接相关的媒介运动比吸引他们
参加抽象的“民主媒介”运动要容易得多，而且比较容易在增加媒介框架的多元化方面取得短期成功
（如提出问题，建构组织的合法性），同时也可培育从属群体使用媒介的技能。
但是，这些运动也存在着局限性和风险（Ryan，1991）。
它们通常是被动的，与根深蒂固的媒介报道模式和偏见相抵触，即使能够成功地重构某一问题的报道
，长期遗留的媒介结构仍然完好无损地保留着，以至于这个问题很容易在其他议题上再现。
以媒介为中心的运动倾向于报道抗议活动，而忽略了改革问题，耗费了资源却分不清孰轻孰重。
通过传统公共关系纠正媒介与运动关系不对称问题的困境，正是改变公共传播政策框架的催化剂。
　　媒介公共运动类型表的最后一个区域（右下方位置）唤起人们关注运用公共利益干涉解决规范性
措施的问题（尤其是关系到媒介制作环境问题的国家传播政策）。
具有改革性质的社会运动是相关联的，即使它们不直接强调媒介改革问题。
与新型社会运动理论中极端的主张相反，当代社会运动不仅仅对现实世界中的日常文化的重构感兴趣
，他们的“民主化4R理论”--权利、认知、报道、资源的重新分配隐含着对体制、政府、企业与超国
家性的统治机构（如WTO就是）的要求。
上文中提到，成功的社会运动为从属阶级争取到更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使自己关注的问题进入政治
议程，同时赢得官方政策制定者的认可，就能够转移媒介所受到的牵制力，也就能够改变新闻界所追
随的政治环境的需要转变政治世界。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更多的妇女担任政治领导职务，新闻界就会广泛地报道更多的妇女，这如同倾
向于报道精英资源的副产品一样。
用结构主义的语言来解释，即政治领域内权力关系的改变会在自主权相对较弱（之前讨论过）的媒介
或新闻领域引起连锁反应。
　　然而，本书的重点在于探讨为民主媒介改革建立广泛联盟所做的尝试--即通过国家制定的政策和
立法来减少媒介系统中的民主赤字。
在北大西洋，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持续时间最长的尝试便是英国的新闻与广播自由运动，其详情将在
第六章讲述。
此运动激发了北美相似组织的产生，其中包括加拿大的新闻与广播自由运动和美国的新闻与广播自由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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