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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傳
媒
正
在
有
序
和
無
序
中
艱

難
地
探
索
著
。
中
國
民
間
對
官

方
傳
媒
的
不
滿
已
經
公
開
化
，
官
方

管
制
傳
媒
的
傳
統
模
式
已
經
失
效
。

值
得
慶
幸
的
是
，
政
府
反
覆
高
調
宣

示
保
障
新
聞
自
由
。

中
國
傳
媒
壓
力
激
增

中
國
傳
媒
面
臨
的
輿
論
壓
力
激

增
，
而
且
越
來
越
公
開
化
。
二
零
零

九
年
一
月
和
三
月
，
凌
滄
洲
等
人
發

表
了
︽
抵
制
央
視
，
拒
絕
洗
腦
︾
和

︽
再
見
！
宣
傳
與
謊
言
︾
兩
封
公
開

信
，
譴
責
中
國
的
﹁
喉
舌
們
﹂
。
這

些
啟
迪
民
智
、
鼓
舞
人
心
的
號
角
，

刺
破
了
新
聞
界
與
學
術
界
沉
悶
的
氛

圍
。

二
月
九
日
︵
元
宵
節
︶
央
視
新

樓
發
生
大
火
後
，
有
線
民
調
侃
說
，

﹁
做
人
不
能
太
C
C
T
V
啦
！
否

則
，
躲
得
過
初
一
，
也
躲
不
過

十
五
！
﹂
。
此
類
黑
色
幽
默
反
映
出

央
視
不
得
人
心
。
﹁
兩
會
﹂
期
間
，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張
國
勇
、
宋
春
麗
等

高
調
評
議
﹁
央
視
大
火
﹂
，
贏
得
民

間
齊
聲
喝
彩
。

除
了
混
淆
新
聞
與
宣
傳
、
頑
固

堅
持
洗
腦
政
策
，
中
國
媒
體
人
的
專

業
素
養
下
降
更
讓
媒
體
飽
受
詬
病
。

在
市
場
經
濟
環
境
下
，
部
份
媒
體
和

新
聞
人
為
了
私
利
而
放
棄
專
業
操

守
，
甚
至
敲
詐
勒
索
。
在
中
國
煤
炭

大
省
山
西
，
假
記
者
遍
地
行
，
連
街

頭
小
販
都
敢
說
自
己
是
記
者
。
每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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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
難
，
真
記
者
和
假
記
者
一
起
排
隊

領
﹁
封
口
費
﹂
。

二
零
零
八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
河

北
省
張
家
口
市
李
家
窪
煤
礦
發
生
特

別
重
大
事
故
，
造
成
三
十
五
人
死

亡
、
一
人
受
傷
。
事
後
礦
主
買
通
了

記
者
與
某
些
政
府
官
員
，
瞞
報
事
故

達
二
個
月
之
久
。
類
似
事
件
在
中
國

屢
見
不
鮮
，
最
典
型
的
是
三
鹿
毒
奶

粉
事
件
中
部
份
中
國
媒
體
的
惡
行
。

早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七
月
就
有
記

者
獲
得
了
可
靠
資
訊
，
卻
因
媒
體

﹁
自
律
﹂
未
能
公
開
報
道
。
在
記
者

簡
光
洲
點
名
報
道
﹁
三
鹿
﹂
前
，
其

他
媒
體
都
只
用
﹁
某
品
牌
﹂
代
替
。

有
毒
產
品
曝
光
後
，
三
鹿
公
司
通
過

投
放
廣
告
，
要
求
媒
體
不
報
道
，
同

時
網
站
搜
索
刪
除
負
面
消
息
，
阻
止

公
眾
獲
取
資
訊
。

由
此
可
見
，
中
國
的
部
份
媒
體

和
新
聞
人
已
經
淪
為
危
害
公
眾
利
益

的
幫
兇
。
中
國
民
間
流
傳
的
﹁
防
火
，

防
盜
，
防
記
者
﹂
並
非
空
穴
來
風
。

正
如
香
港
大
學
中
國
傳
媒
研
究
計
劃

主
任
錢
鋼
所
說
，
﹁
從
前
的
記
者
主

要
受
政
府
領
導
層
監
控
，
現
在
記
者

最
大
的
威
脅
，
往
往
是
大
商
家
。
﹂

傳
統
管
制
宣
告
無
效

中
國
傳
統
的
新
聞
管
制
手
段
就

是
選
擇
性
傳
遞
對
官
方
有
利
的
資

訊
，
而
嚴
格
控
制
不
利
的
資
訊
傳

播
。
一
句
話
，
完
全
混
淆
了
新
聞
與

宣
傳
。
其
結
果
之
一
就
是
官
方
新
聞

媒
體
的
公
信
力
持
續
下
降
。
二
零
零

八
年
我
們
在
某
省
的
調
查
表
明
，

47.4%
 

的
受
訪
者
對
當
地
媒
體
評
價

一
般
，26.3%

 

的
受
訪
者
對
當
地
媒

體
不
滿
意
。
二
零
零
九
年
我
曾
對
一 

百
二
十
九
人
的
訪
談
顯
示
，
根
本
不

相
信
中
國
官
方
媒
體
的
佔 17.8%

，

半
信
半
疑
的
高
達 47.3%

，
基
本
相

信
和
完
全
相
信
者
僅
佔 34.9%

。
分

析
表
明
，
從
事
新
聞
與
傳
播
學
研
究

與
實
踐
的
受
訪
者
對
中
國
官
方
傳
媒

的
評
價
低
於
平
均
水
準
。
換
句
話

說
，
﹁
業
內
人
士
﹂
最
不
信
任
傳

媒
。
調
查
還
顯
示
，
經
常
與
親
朋
好

友
談
論
時
政
的
受
訪
者
對
傳
媒
的
評

價
較
低
。
社
會
交
往
已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削
弱
了
新
聞
媒
體
的
正
面
影
響

力
，
社
會
上
已
經
形
成
質
疑
官
方
媒

體
的
輿
論
氛
圍
。

傳
播
學
上
的
﹁
期
望
違
背
理

論
﹂
︵E

xpectancy Violations Theory

︶

說
，
人
們
在
社
會
交
往
中
總
是
帶
著

期
望
。
當
期
望
被
違
背
時
，
人
們
對

資
訊
本
身
的
注
意
力
就
會
下
降
，
而

對
導
致
此
違
背
現
象
的
原
因
格
外
關

注
。
受
眾
對
媒
體
越
失
望
，
對
限
制

媒
體
的
各
種
因
素
就
越
不
滿
。
傳
播

學
者
把
這
種
社
會
心
理
現
象
稱
為

﹁
喚
起
﹂
︵arousal

︶
。

根
據
﹁
相
互
依
賴
理
論
﹂

︵Theory of Interdependency

︶
，
人

們
在
社
會
互
動
中
總
是
尋
求
最
大
投

資
收
益
率
。
由
於
互
動
各
方
擁
有
的

﹁
權
力
﹂
不
同
，
社
會
互
動
以
不
同

悖 境 中 的 中 國 傳 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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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交
換
模
式
進
行
。
根
據Jo

h
n 

T
hibaut

和H
arold K

erry

的
理
論
，
受

眾
希
望
從
傳
媒
中
獲
得
客
觀
、
多

元
、
可
靠
的
消
息
。
當
意
識
到
他
們

現
有
的
﹁
權
力
﹂
無
法
提
升
傳
媒
表

現
時
，
受
眾
很
可
能
會
選
擇
遠
離
中

國
傳
媒
而
轉
向
非
常
規
資
訊
系
統

︵
境
外
傳
媒
或
小
道
消
息
︶
。

這
種
媒
體
生
態
容
易
催
生
出
三

種
現
象
。
一
是
﹁
破
網
﹂
軟
體
受
歡

迎
。
目
前
，
國
內
的
很
多
民
間
意
見

領
袖
都
能
自
由
登
陸
境
外
新
聞
網

站
。
二
是
﹁
迴
旋
鏢
效
應
﹂
。
中
國

人
向
境
外
媒
體
和
組
織
﹁
投
訴
﹂
中

國
，
加
深
了
西
方
人
﹁
中
國
人
都
生

活
在
水
深
火
熱
之
中
﹂
的
印
象
，
進

而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抵
消
了
中
國
政
府

改
善
其
國
際
形
象
的
努
力
。
三
是

﹁
草
泥
馬
﹂
現
象
。
當
﹁
河
蟹
﹂
、 

﹁
燒
餅
﹂
等
密
碼
語
言
在
網
路
上
流

行
時
，
管
治
者
的
形
象
已
經
受
到
傷

害
，
政
府
的
資
訊
管
制
事
實
上
已
經

失
敗
。不

僅
如
此
，
中
國
的
民
間
意
見

領
袖
們
還
將
官
方
媒
體
的
新
聞
宣
傳

與
社
會
現
實
進
行
比
對
，
並
將
中
共

現
行
的
新
聞
政
策
與
其
在
野
時
︵
未

執
政
︶
的
政
治
主
張
進
行
對
照
，
巧

妙
地
批
判
中
國
現
行
的
新
聞
管
制
政

策
，
揭
露
官
方
媒
體
的
惡
行
。

改
革
之
路
崎
嶇
漫
長

二
零
零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日
，
胡

錦
濤
在
人
民
日
報
社
視
察
時
提
出
了

輿
論
引
導
的
五
點
建
議
，
其
中
提
到

﹁
按
照
新
聞
傳
播
規
律
辦
事
﹂
。
汶

川
大
地
震
發
生
後
，
溫
家
寶
總
理
強

調
要
以
﹁
開
放
、
開
放
、
再
開
放
﹂

的
態
度
對
待
境
外
記
者
。
這
說
明
中

國
的
最
高
領
導
人
已
經
初
步
意
識
到

了
中
國
媒
體
政
策
存
在
偏
差
。

經
歷
了
﹁
三
．
一
四
﹂
拉
薩
騷

亂
和
北
京
奧
運
會
後
，
中
國
政
府
已

決
定
推
行
國
家
公
關
戰
略
，
爭
奪
國

際
話
語
權
。
但
筆
者
以
為
，
如
果
中

國
的
新
聞
制
度
和
新
聞
理
念
不
能
與

時
俱
進
，
﹁
新
聞
記
者
的
採
訪
權
、
批

評
權
、
評
論
權
、
發
表
權
﹂
得
不
到
切

實
保
障
，
中
國
傳
媒
仍
難
以
突
圍
。

事
實
上
，
中
國
新
聞
體
制
改
革

尚
未
進
入
政
策
議
程
。
北
京
奧
運
會

的
成
功
舉
辦
說
明
，
國
際
壓
力
無
法

改
變
中
國
新
聞
體
制
。
而
國
內
呼
聲

則
無
法
有
效
上
達
：
官
方
管
道
不
會

如
實
上
報
傳
媒
現
狀
和
民
間
呼
聲
，

民
間
要
求
因
缺
乏
可
靠
的
﹁
傳
輸

帶
﹂(transm

ission belts)

而
大
多
存
活

於
社
會
層
面
。

體
制
內
的
學
者
們
還
在
努
力
維

護
現
行
新
聞
制
度
，
據
說
﹁
上
網
實

名
制
﹂
就
是
某
傳
播
學
者
的
建
議
。

從
憲
政
、
人
權
高
度
的
政
策
宣
導
讓

當
局
十
分
警
惕
，
而
新
聞
與
傳
播
學

界
尚
不
具
備
宣
導
重
構
政
治
傳
播
系

統
的
膽
識
或
能
力
。
中
國
的
新
聞
體

制
改
革
之
路
依
然
崎
嶇
漫
長
。

為
適
應
劇
變
中
的
傳
媒
生
態
，

中
國
已
決
定
建
立
﹁
中
國
電
視
新
聞

直
播
聯
盟
﹂
和
國
家
網
路
電
視
臺
，

C
C
T
V
︽
新
聞
聯
播
︾
也
將
首
次

建
立
正
式
完
整
的
評
價
體
系
。
中
國

政
府
正
試
圖
通
過
自
救
措
施
提
升
對

國
內
外
輿
論
的
影
響
力
。
事
實
上
，

中
國
新
聞
界
、
學
術
界
早
已
開
始
了

相
關
理
論
探
索
，
︽
青
年
記
者
︾
雜

誌
就
經
常
發
表
一
些
頗
有
見
地
的
分

析
與
建
議
。

中
國
政
府
還
亟
需
建
立
﹁
政
治

正
確
和
技
術
正
確
同
等
重
要
﹂
的
理

念
。
無
論
是
管
理
層
面
還
是
業
務
層

面
，
過
度
強
調
﹁
政
治
正
確
﹂
而
忽

視
﹁
技
術
正
確
﹂
的
做
法
害
黨
誤

國
。
二
零
零
八
年
留
給
我
們
的
教
訓

是
，
只
有
愛
國
熱
情
是
無
力
改
善
中

國
形
象
的
。
中
國
必
須
重
用
更
多
具

有
國
際
視
野
的
專
業
人
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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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
研
韜

海
南
大
學
傳
播
學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

副
教
授

國內民間盛行網上密碼語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