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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政治沟通现象由来已久 ,但对于政治沟通的学术研究却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

美国才出现和兴起。政治沟通理论的研究发展经历了“一元 —二元 —一元 ”的过程。目前 ,国

内学者一般认为政治沟通理论是由卡尔 ·多伊奇创立发展起来的。实际上 ,这个发展路径限

制了政治沟通理论的发展 ,现有的“一元 ”政治沟通理论是难以满足中国政治沟通研究需求

的。对已有的政治沟通理论进行梳理概述有利于日后对中国政治沟通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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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沟通理论 (political commnication)既是政

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主题 ,又是研究政治问题的一

种特殊视角或方法。政治沟通无论作为研究的对

象还是研究的方法 ,在国内外都有不少的成果。本

文从政治沟通理论的研究兴起开始追溯 ,并以时间

为经、以空间为纬 ,对国内外有关政治沟通的重要

成果作归纳分析 ,并以此提出政治沟通理论对中国

政治发展的应用价值和研究空间。

一、政治沟通理论研究兴起的背景
“政治沟通 ”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由来已久。在

古代中国孔孟的“仁政 ”说和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政

治辩论与演绎等都是政治沟通的萌芽状态。在近

代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政治沟通研究的范围

逐渐扩大。这些研究包括 :政治态度的形成与变

迁、民意构成、政治演说、竞选言行、意识形态、大众

传媒、政治心理等 ,这为现代政治沟通理论的发展

奠定了相当的基础。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科学

技术进一步发展 ,政治沟通研究逐渐兴起。

20世纪四五十年代 ,以美国的社会学家拉斯

韦尔和贝雷尔森 1940年和 1954年所作的一项社

会调查为标志 (即关于政治信息传播是如何影响

选民投票意向的调查 )开始了现代政治沟通理论

的研究②。在同时期对政治沟通理论研究有着突

出贡献的学者还有报刊界的拉斯韦尔和李普曼。

拉斯韦尔将社会学的方法运用到沟通研究上 ,提出

了一种“5W”直接沟通模式 :谁、通过什么渠道、对

谁、说了什么、产生了什么效果③。李普曼则从心

理学的角度出发研究大众传媒对民众态度的影响 ,

其代表著作是《公众舆论 》④。这些研究成果为政

治沟通理论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政治沟通理论及其研究成果
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政治沟通理论研究兴

起以来 ,政治沟通理论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下文我

们将以时间为经 ,以空间为纬 ,对现代政治沟通理

论的重要成果作简要梳理 ,并详细分析现代政治沟

通理论在中国本土的应用研究。

(一 )两个研究途径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西方政治沟通研究蓬

勃发展 ,逐步成熟并开始分化 ,形成了两种不同的

研究途径或研究领域。第一种研究途径是以心理

学、社会学、行为科学以及传播学等方面的知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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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研究政治态度的形成与变迁、民意的构成、政

治演说、竞选言行、大众传媒和政治心理等领域 ,形

成政治沟通理论中的政治传播学。① 第二种研究

途径依据信息论、控制论与系统论的原理和内容 ,

研究政治系统信息的流动过程和反馈过程② ,从而

形成政治沟通理论中的信息系统控制论。也有书

籍介绍指“政治沟通理论 ”就是第二种研究途径的

信息系统控制论 ,认为政治学沟通理论是在美国数

学家维纳控制论的基础上 ,由多伊奇建立并发展起

来的。③ 实际上 ,国内大多数介绍西方政治沟通理

论的书籍和文章都把第二种研究途径当作西方政

治沟通理论的渊源 ,把第一种研究途径纳入传播学

研究的范畴。笔者认为 ,这是沟通理论走进政治学

领域并形成较为成熟的政治沟通理论的表现。换

言之 ,以卡尔 ·多伊奇为代表的信息系统控制论所

表述的政治沟通理论是本文论述的其中一个重点。

(二 )卡尔 ·多伊奇的政治沟通理论

1963年 ,卡尔 ·多伊奇在《政府的神经 》中 ,提

出了“政治沟通 ”这一概念 ,并形成了政治沟通理

论的基本分析框架。他把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

的相关知识运用于分析框架之中 ,认为政治系统内

存在着相关的机制进行接收、储存和处理有关的信

息。于是 ,多伊奇把政治沟通定义为 :政治系统进

行输入 —输出的工具 ,它包括对信息的接收、选择、

储存、传递、分析和处理的整个过程。④ 多伊奇的

政治沟通理论可以用下图表示 :

图 1:卡尔 ·多伊奇的政治沟通理论

　　此图含义是 :决策系统外部的信息和经验通过

信息通道输入决策机关 ,由决策者和决策机构根据

输入的信息与以往的经验做法—记忆相互参照结

合 ,形成一定的政策 ,并以决策行为方式向系统外

部输出信息与行动。这样的决策行为引起的反响

以及新的信息作为反馈信号再次进入决策系统 ,如

此进行循环成为政治沟通系统的有机运作。

多伊奇的政治沟通理论主要关注通讯与政治

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把重点放在决策过程的之上 ,

是一个动态的政治学研究。但其沟通理论只考察

了政治系统的信息沟通、决策以及对环境的适应和

控制 ,而没有考察政治系统本身的性质。⑤ 同时 ,

多伊奇的政治沟通系统把动态的信息沟通理解得

过于简单 ,忽视了“经济人 ”、“政治人 ”等的复杂

性 ,其只强调信息技术的作用 ,而简化了人的观念

与机构的制度对政治沟通的重要影响。

(三 )政治沟通理论与中国的结合

中国政治学界对政治沟通的研究开始较晚 ,只

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 ,一些学者才陆

续向国人介绍现代西方政治沟通理论及其相关的

新成果。俞可平教授认为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

系中 ,政治沟通的健全与否及其沟通能力的强弱直

接关系到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程度 ,关系到政治生活

是否健全 ,关系到决策的科学化和社会的安定团

结。⑥ 俞教授还指出我国政治沟通体制具有高度

一元化的典型单通道信息体制特征。俞可平还提

出我国政治沟通体制的弊端是 :政治信息对流量严

重不足 ,政治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噪声多、损失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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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大、灵敏度低、正负反馈调节严重失衡等。① 这

一时期中国学者对于政治沟通理论的研究成果不

多 ,主要集中于介绍西方政治沟通理论已有的成果

或者把这些成果与当时的中国国情初步结合 ,这些

研究成果成为中国政治沟通研究的先河。

到了九十年代 ,一些学者把西方政治沟通理论

与国内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致力于建立具有中国特

色的政治沟通机制的研究。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

政治沟通研究的主题比较集中在几大方面 :

其一 ,以时间为向度 ,研究“转型时期 ”中国政

治沟通面临的挑战 ,提出“建立良性互动的政治沟

通体制 ”等一系列建议②;

其二 ,以“独特的空间 ”———农村领域为研究

地域 ,提出独特的中国农村政治沟通理论③;

其三 ,以政治沟通的作用为起点 ,从“社会整

合的角度 ”出发 ,研究政治沟通与现代社会利益整

合的关系 ,认为政治沟通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和

来源④;

其四 ,在“和谐社会视阈 ”下 ,探讨政治沟通机

制的建立与完善⑤;

其五 ,着重研究“政治沟通模式 ”变迁的动力、

困境、影响以及完善方面等⑥;

笔者根据目前搜集的资料 ,对当前中国政治沟

通理论研究主题作出以上五项分类。从这五项主

题看来 ,学者们主要以当代中国政治沟通困境出

发 ,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的特征、机制及变迁等。

这些研究成果大多从中观层面探讨具有中国特色

的政治沟通理论的架构。随着民主政治和信息时

代的发展 ,“政治沟通“也不断地发展。因此 ,有关

政治沟通的研究主题也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是 :

从八十年代后期以介绍理论或宏观分析为主发展

变化到九十年代至今以中观层面西方政治沟通理

论应用分析于中国实践为主。这种变化适应了时

代发展的需求 ,也表明了中国学者对政治沟通理论

的重视程度与兴趣强度不断增强。但是比较遗憾

的是 ,目前中国学者仅仅在西方政治沟通理论现有

的框架内 (主要是多伊奇的政治沟通论 )解释、剖

析中国的实践 ,而未能就中国的实践真正总结出具

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沟通理论 ,也就是未能跳出现有

的西方政治沟通理论归纳、创新出适合中国实践的

政治沟通理论。

三、评价与思考
政治沟通理论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研究兴起

以来 ,发展了两个研究途径 ,再发展到后来以信息

系统控制论为主导 (以卡尔 ·多伊奇为代表人

物 ) ,以及当今中国学者应用该理论探讨中国政治

沟通实践等。这个发展的历程可以归纳成“一

元 —二元 —一元 ”的政治沟通理论发展路径。其

中 ,第一个“一元 ”指的是政治沟通理论研究兴起

阶段时主要以“大众传媒对政治的影响 ”为研究重

点 ;“二元 ”指发展成为两个研究路径阶段 :第一个

路径是政治传播学 ,这个路径是第一个“一元 ”的

直接延伸。第二个路径是信息系统控制论 ,这个路

径以卡尔 ·多伊奇的政治沟通理论为代表 ;从“二

元 ”发展到第二个“一元 ”的“一元 ”专指在第二个

研究路径之上的把“政治沟通理论 ”等同于卡尔 ·

多伊奇的信息系统控制论的阶段。

从政治沟通理论变迁过程“一元 —二元 —一

元 ”的总体发展历史来看 ,政治沟通理论的发展越

来越受到阻碍。这些阻碍主要是 :政治沟通理论未

能沿着两条研究路径继续发展 ,未能形成多个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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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派分支 ,而是以某一分支理论对整个政治沟通理

论作一言蔽之 ,这显然阻碍了学术理论发展的广阔

空间和视野 ,此为一 ;目前政治沟通理论只局限于

政治学、大众传播学两个学科之内 ,未能与其他相

关学科 ,例如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

科作进一步的结合 ,从而未能通过多学科多角度的

专业知识或学科间的交叉知识来探讨政治沟通理

论的独特魅力 ,此为二 ;无论是“一元 ”的还是“二

元 ”的政治沟通理论都主要从工具层面分析动态

的政治过程 ,虽然这是符合“沟通 ”本身的操作需

求 ,但是只从工具层面来探索理论是远远不够的 ,

还可以从哲学思辨的层面思考政治沟通背后的多

重关系 ,例如政党和国家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

系等。

以上略一列举的理论发展阻碍是政治沟通理

论“一元 —二元 —一元 ”发展路径所带来的结果之

一。事实上 ,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的现状远比卡尔 ·

多伊奇为代表的政治沟通理论要复杂 ,理论的解释

力难以适应实践的分析需求。这主要表现为 :当代

中国是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主义社会 ,政治沟通主体

具有广泛性、多重性、潜在性甚至冲突性等特点 ,政

治沟通的方式与渠道越来越多样和简便高效 ,政治

沟通信息在理论与实践中的界定还很不一致 ,政治

沟通的环境局限性比较大 ,政治沟通过程的程序性

更强更具规范化 ,这些变化的特点都难以在现有的

政治沟通理论找到现成的答案。显然 ,仅仅依靠现

有的政治沟通理论是难以全面分析中国政治沟通

实践中的种种难题的。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张

力迫切需要把现有政治沟通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同

时 ,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充实政治沟通理论。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 ,“政治沟通 ”既是一种政治现象 ,也

是一种分析工具 ,更是一个理论体系。但目前中国

学术界对政治沟通的研究还仅限于卡尔 ·多伊奇

的信息系统控制论 ,并以此解释中国政治沟通的实

践。显然 ,现有的政治沟通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未能

适应当代中国政治沟通实践之变化需求。为此 ,深

入中国政治沟通实践过程 ,探索研究和充实发展政

治沟通理论确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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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but the academ ic research on it appeared and rose between 1940 s and

1950 s. The research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experienced“one unit - two - one unit”path. A t p resent, domestic schol2
ars generally believe tha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is founded by Karl W Deutsch. In fact, this development path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the existing“one unit”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is difficult to satisfy

Chinaπs demand fo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viewing the existing communication theory is good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into Chinaπ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political communication; KarlW Deutsch; one unit - two - one unit development path; information system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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