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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联网的传播学跨学科研究
!

谭C天

"暨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州 %#"FE!$

摘C要!跨学科研究是当代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可以与许多相关学科进行$嫁

接%#在学科交叉的边缘地带衍生出新的理论和学科& 当前#传播学的跨学科研究推进乏力&

笔者认为除了学科自身力量弱小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研究问题#没有构

建起一个跨学科研究的平台& 物联网的出现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传播领域'''从物质世界到人

类社会& 日本地震的灾情预警与危机传播的对接就是一个基于物联网的跨学科研究问题& 与

此同时#构建跨学科研究平台至关重要#利用第一代互联网建立跨学科研究的虚拟实验室也是

一种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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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物联网!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才刚刚开始!

对于传播学!似乎离得更远!相关的论文很少" 其

实!人们关注的不只是物联网!而是物联网加入之

后所构成的下一代互联网!它对包括传播学在内

的各学科研究都有可能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跨学

科研究是当代科学研究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对于

年轻的传播学发展尤为重要" 物联网的出现或许

给传播学的跨学科研究带来一个契机"

一%物联网发展促进跨学科研究

我国传播学经过三十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了

一门重要的显学" 但与国外相比还是有较大差

距#一是我国传播学研究侧重新闻领域$二是急于

自立门户的%学科建设&令其学科发展视野较为

狭窄" 鲍宗豪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思

想解放和观念变革的深入! 哲学社会科学也在不

断地发展与创新" 但由于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一

直是沿着'学科建设(的思路进行观念变革)理论

创新! 所以!它对'国家综合竞争力(的作用微

弱"&

*#+他进而指出#%目前! 美国)英国)法国和加

拿大等发达国家! 社会科学的研究出现了注重战

略性研究)跨学科研究)应用性研究)研究的国际

化趋势" 我们在把握发达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发展

趋势的同时! 必须从改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重

理论轻方法无技术(的局面入手! 启动哲学社会

科学'综合创新工程("&

*!+我国年轻的传播学能

否为国家社科综合创新工程效力!涉及这一学科

发展的百年大计"

近十年来!互联网发展极为迅速!相应的网络

传播研究也迅速开展起来" 传播学积极汲取其他

学科理论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研究!力图走出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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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的习惯思维和研究范式" 然而!在传统

的%学科建设&惯性影响下!传播学的跨学科研究

依然举步维艰" %跨学科研究方法是具有当代特

征的科学研究! 是人类的认识发展到当代水平的

标志! 跨学科研究是与认识的深化和拓展紧密联

系在一起的" 从方法来看! 跨学科的研究强调以

研究目标为中心的整体协调合作! 利用多学科的

知识解决复杂的问题! 增加了学科间的交流)了

解! 创造了以 '解决问题( 为中心的研究范

式"&

*E+传播学不应满足于本学科内的讨论问题!

而应致力于跨学科合作来解决问题!尤其要解决

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科学问题"

那么!什么样的问题能够激活传播学的跨学

科研究呢, 物联网的出现或许是一个契机" 物联

网-738O.(8-.8(+1(36.4<. 是指通过射频识别

-PQOR.)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

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

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以实现智能

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 物

联网的概念是在 #$$$ 年提出的!意思就是%物物

相连的互联网&" !""$ 年 # 月 !K 日!奥巴马就任

美国总统后!与美国工商业领袖举行了一次%圆

桌会议&!O;S首席执行官彭明盛首次提出%智慧

地球&这一概念!建议新政府投资新一代的智慧

型基础设施$!""$ 年 K 月 I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

宝视察位于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的中科院无

锡高新微纳传感网工程技术研发中心!首次提出

%感知中国&的概念$!""$ 年 F 月!欧盟提出/欧盟

物联网行动计划0!声称要确保欧洲在建构物联

网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年 I 月!日本制定

出新一代信息化战略%6N*/T/. 战略 !"#%&" 无

论是%智慧地球&!还是%感知中国&!或者其他国

家类似的国家信息战略规划均建立在物联网的基

础上"

物联网给互联网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重构人

类的信息社会!互联网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

而物联网是物与物之间的信息传播" 由物联网)

移动互联网和桌面互联网所构成的第一代互联网

将重构一个全新的传播领域111从物质世界到人

类社会!在这个全新的传播领域中一系列新问题

摆在传播学者面前!这些问题牵涉自然科学和人

文社科的各个领域!而物联网的出现则使这些联

系更为紧密更为直接" 物联网的传播学研究!一

方面可以激活传播学一些领域的研究!例如组织

传播)危机传播)科学传播等$另一方面可能衍生

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或分支学科!这些新的学科领

域有可能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体"

在传统媒体时代!传播学注重大众传播研究$

互联网时代!传播学研究把目光投向人际传播$而

物联网的产生!将激活组织传播研究" 组织传播

在二十世纪 F" 年代才被国际学术界纳入传播学

的范畴!二十世纪 $" 年代以后组织传播学开始引

入我国" 早期的组织传播研究主要集中于组织内

部管理的传播技巧!在传统的组织传播研究中!一

切对信息传播研究的最终目的都是尽可能优化组

织管理和最终决策" 因此!人们不论是研究组织

结构!还是关注信息管理与控制!抑或组织环境!

都在寻找减少组织管理和决策风险的办法" 而物

联网的出现和应用!似乎可以使原本人们担心的)

甚至无法解决的问题迎刃而解" 然而!新的问题

却接踵而至" 物联网虽然以%物&的形式出现!但

其本质仍然是人" 就像装在汽车里的最普遍的遥

感系统111LU?-卫星导航定位系统.!虽然是为

汽车驾驶指引路线的!但是驾驶汽车的还是人"

物联网归根结底还是由人来掌控的!而最终还是

为人类服务的!它所获得的各种信息都有可能被

组织中的%人&知晓!包括组织决策者!这就使组

织的权力达到了空前的强度" 在物联网的射频识

别系统)全球定位系统和激光扫描器的运用下!一

个老板不但可以知晓员工有没有迟到!甚至可以

随时智能感知到员工的工作效率)工作状态甚至

精神面貌!一个企业不但可以知道售出商品的数

量)适用的用户群!还可以为了做好售后服务和精

确改进产品性能而获得用户使用商品情况的信

息" 这一切无疑将会给组织的内外部管理水平带

来质的提升" 但另一问题出来了!人们是否愿意

生活中的所有物品甚至包括这些物品拥有者的自

己都时刻处于一种被监控的状态, 是否应该赋予

组织如此大的信息使用权力, %由于任意一个标

签的标识- OR.或识别码都能在远程被任意的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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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且标签自动地)不加区别地回应阅读器的指令

并将其所存储的信息传输给阅读器!要保证国家

及企业的机密不被泄露还要确保标签物的拥有者

个人隐私不受侵犯将成为物联网识别技术的关键

问题"&

*V+这一问题正在引起更大范围更深层次

的讨论!穿越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的不同领域"

二%寻找跨学科研究的切入点

!""I 年 #" 月!日本的传感型地震预警系统

正式投入使用" 地震发生时!一般是破坏力较小

但速度较快的地震波-简称 U波.先活动!接着就

是破坏力大但速度慢的地震波-简称 ? 波." 两

种震波之间存在几秒到几十秒的时间差" 这套传

感型地震预警系统就是将地壳运动信息传递到地

震预报系统的物联网" !"## 年 E 月 ## 日 #E 时

VF 分!日本发生 $)" 级地震并引发海啸" 传感型

地震预警系统迅速发挥作用!有一强震突袭日本

后 E 分钟!正在例行会议的首相停止会议!%" 分

时紧急管理会议召开!#% 分钟后自卫队全面出动

22日本民众也井井有条地进入避震防灾状态"

但同时!人们也看到在日本地震中!虽然拥有较先

进地震预测系统!但物联网与互联网!地震预测系

统与应急管理系统尚未完全对接好" 由此引发的

核电危机等次生灾害也让人们始料不及" 因此!

政府如何把握信息公开-大众传播.与应急管理

-组织传播.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成为急迫需要

研究的课题" 此外!由于核污染可能涉及他国的

谣传而引发我国的抢盐风波!也凸显科学传播研

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突发的自然灾害-自然科

学.引发的复杂社会问题-社会科学.摆在传播学

者面前!以传播学一己之力恐怕难以承担!必须通

过跨学科协作!尤其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

的协作才能攻克这一系列的综合性课题"

其实!我国传播学界一直在努力推进跨学科

研究!但主要在人文社科领域内进行!较少能把触

角伸到自然科学领域" 近年来!已有极少数学者

展开与自然科学的跨学科合作!如中国人民大学

喻国明教授把传播学与应用心理学结合起来进行

传媒受众认知心理学研究)香港城市大学祝建华

教授把传播学与计算机科学结合起来进行基于传

播学实证研究中的数据发掘工作" 这是一个可喜

的开始!但还需要对国家重大课题和传播学基础

理论展开有计划有组织有规模的研究" 广东是我

国遭受自然灾害种类最多的省份之一!而且其毗

邻港澳!一旦对突发事件信息处理不当!将会在港

澳乃至国际上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独特

的地理区位对广东处置突发事件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近年来!广东在应对非典)南方冰冻雨雪灾

害)抗震救灾救援的过程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应

急管理经验!已经在中国省市率先建立了较为先

进的应急管理体系" !""$ 年 V 月 !E 日!暨南大

学整合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多学科力量成立了

我国第一个应急管理学院"

让我们再回到日本地震的新闻传播和舆情监

测" 除了传统的电视)电台和报纸对此进行了广

泛报道外! 计算机网络也显示了新型信息传播媒

介的快速反应能力" 借助于在 #%" 多个国家内拥

有大约 E !"" 万家个人用户的全球最大计算机网

络%0.(8-.8(&! 日本网络用户向他们的海外的亲朋

好友或者关注此事的陌生人通报自己平安的消息

以及地震造成的损害" 在日本地震中!日本运营

商甚至限制语音通话!通信处于半瘫痪状态!这就

给信息的传送带来了阻碍" 而互联网的基本架构

与移动通信网络不同!抗灾性较强!微博也不需要

大型服务器支持!这时候微博就承担了通讯工具

和新闻传媒的双重角色" 新浪微博官方数据显

示!日本地震发生后 V 小时内!新浪微博上发布日

本地震相关的微博近 V%" 万条!其中在日本的微

博用户发出了 E" 万条" 当然在国外!还是 Q/'8J

W++X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物联网的感应技术结

合互联网的社交网络!正在给包括传播学在内的

多学科研究展现一个更大的空间"

物联网的应用!还使整个危机传播和应急管

理前移!基于物质世界的即时感应使得危机信号

传播迅速提前到灾害发生之前!使人类应对灾害

时在预警)防范和应变等一系列环节上更具主动

性和科学性" 然而!要做到防灾救灾和信息管理

的有效性!还需要物质世界与人类社会)自然科学

与社会科学多个界面多个系统的良好对接和协作

行为!自然灾害预警系统-物联网信息传播.111

政府应急管理系统-组织传播.111媒介与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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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系统-大众传播.!都需要建立信息转换的理

论模型和操作系统!这就需要包括传播学在内的

各学科之间的通力合作!联合攻关"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人1物信息社会&

的重构绝非只靠一个物联网!而是指包括物联网)

移动网和传统互联网所构成的新一代互联网" 过

去!通讯业和 O7业是我国传播学较少关注的领

域" 而物联网的加入!使信息传播从可看到可用!

从认知到感知!传播学研究也从社会科学领域延

伸到自然科学领域" 危机传播与应急管理)组织

传播与信息技术)科学传播与科技应用等重大课

题!关系国计民生和人类福祉的综合性问题都会

纳入传播学研究的视野" 此时!光凭个人兴趣!同

行之间的合作已经难以完成" %中国的社会科学

不仅缺乏介入社会管理的意识! 缺乏社会科学在

社会转型期引导'社会(的使命感! 而且各个学科

均在'学科(的天地里创新和发展! 很少进入'社

会(和'社会管理(很难与'社会(对话)与社会

'同构(!很难为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提供

'综合性范型(的决策方案"&

*%+因此!我们必须建

立增强国家综合创新能力的研究范式!同时!采取

各种有效措施!启动传播学研究 %综合创新工

程&" 而这一%综合创新工程&至少包括以下的学

科交叉和理论融合#云计算与云传播)信息科学与

虚拟社会)核物理与传播裂变)生物科学与传媒生

态)形式逻辑与价值逻辑22自然科学与社会科

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走到那么近" %当代学术

发展!正面临着两个基本现实#一是没有哪一个学

科!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解决任何一个重大

社会理论和实践问题$二是实现学科进步!越来越

多地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也就

是说!不同学科之间相互依存度在加强" 正是这

两个现实!使学科之间的对话)交流不但成为可

能!而且成为必须"&

*F+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并不容易"

三%构建跨学科研究的平台

其实!传播学的发展是有跨学科传统的" 传

播学是 !" 世纪 E" 年代以来跨学科研究的产物"

传播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有密切的联系!处在

多种学科的边缘" 由于传播是人的一种基本社会

功能!所以凡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科学 !

如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

语言学)语义学)神经病学等都与传播学相关" 它

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新闻学)人类学等许

多学科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传播的本质

和概念$传播过程中各基本要素的相互联系与制

约$信息的产生与获得)加工与传递)效能与反馈!

信息与对象的交互作用$各种符号系统的形成及

其在传播中的功能$各种传播媒介的功能与地位$

传播制度)结构与社会各领域各系统的关系等"

此外!传播学还要借鉴自然科学中的信息论)控制

论)系统论等作为自己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

因此!可以说传播学是一门集人文社科之大成者

的学科" %传播学具有多学科综合而成的特点"

它既属于社会科学!又被视为人文科学!而且还有

明显自然科学的痕迹$它既有自己的理论范畴)学

术话语!又更多地借用了其他学科的理论范畴"

因此不同学者都可以从自己角度研究传

播学"&

*I+

然而!由于我国传播学研究囿于新闻传播这

一狭窄领域!加上这是一门正在成长的新兴学科!

许多学者的学术背景是人文科学方面的!与社会

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对话能力相对较弱!这严重影

响其跨学科研究的协作力度" 这已经引起一些传

播学学者的警醒和关注!有学者提出回归本源的

观点#%传播学研究回归到与信息论)系统论)控

制论相结合上来!把对信息及其量的研究作为核

心!涉及对信息)信息量)熵和负熵等概念的内涵

及相互关系的探讨" 同时!作为社会科学的传播

学!对信息及其相关概念的研究又必然和符号及

其意义建立起特殊的联系" 每一次传递信息的过

程!即是利用各种符号传递意义的过程" 这说明

在进行本源的传播学跨学科研究时!除了信息熵

的量化模式研究以外!进行符号与信息之间本质

关系的研究也将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K+

有学者针对传播学跨学科研究的现状!提出具体

对策是做好%四化&工作!即-#.操作化定位$-!.

动态化监控$-E.科学化管理$-V.本土化栽培"

*$+

这些见解都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我们仍然不得不

面对这样的局面#%目前来看!跨学科合作还主要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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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依赖于研究者的兴趣!同行间的合作"&

*#"+诚

然!处于这种自然状态的跨学科研究是无法使传

播学发展迅速提升到新的高度的" 那么!该从何

入手推进传播学的跨学科研究呢, 或许物联网可

以给它提供一个契机!一个平台"

传播学要展开跨学科研究须有相应的体制)

机制和模式支持!我们把它称之为跨学科研究平

台" 目前我国的跨学科研究活动呈现出如下特

点#一是政府的作用占据主导地位$二是跨学科研

究同交叉学科建设同步进行$三是充分发挥跨学

科研究的科学功能与社会功能" 我国从事跨学科

研究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多数采用学院制结构!

即%校1院1系1专业教研室&型的学术组织结

构" 传统的院系学术组织成为我国大学跨学科学

术组织模式的基础!几乎所有的跨系)跨学科组织

都是建立在原有院系基础之上的" 这显然不能适

应科学研究发展的需要" 因此!我国要解决重大

综合性问题及创新工程还需要运用行政手段来推

动!主要是以国家组织的重大科研项目形式进行!

一般是指在国家科研计划中意义重大)规模庞大)

耗资巨大)涉及学科面广)研究周期长的科研项

目" 当前!我国对于基础性长期性的研究仍缺乏

一套完善的机制和强有力的支撑"

!" 世纪 I" 年代以来! 大学学科发展的树状

化态势发生了转变!日渐形成由线到面的网状化

学科结构" 现代科学的发展表明# 知识的生产和

发现要求学科的开放和综合! 而以%问题研究&为

中心的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模式正适应了这

一要求! 跨学科学术组织也应运而生"

*##+然而!

我国现行体制和管理层面的诸多问题都使多学科

的交叉融合步履维艰" 我们不妨借鉴国外的先进

经验"

美国斯坦福大学创新科研运行机制!建立跨

学科研究特区!建立了 #! 个独立科研机构!其中

工程类 % 个!人文社会科学类 I 个" 独立科研机

构-O.:8T8.:8.(Y/W+-/(+-928.(8-+-O.<(6(,(8.特

指#%那些由来自多个学院的教师所组成的正式

的研究和学术常规组织机构!他们直接向教务长

领导下的负责研究的副教务长汇报"&

*#!+这类机

构由学校直接管理!虽与校内其他机构有一定的

合作和联系!但不受学院学系的行政和学术文化

的控制和束缚" 独立科研机构以项目为导向! 聚

合多学科人才! 产出了卓越的科研成果"

日本名古屋大学的流动型教育和研究系统则

是另一种模式" 该系统的基本理念是以研究生院

作为教育和研究的中心!建立由领域专业群和复

合专业群组成的流动型研究生教育体系!以此体

系作为教育和研究的基干组织$同时!与产业界积

极协作!构建周边战略研究组织" 该系统有几个

基本特征#第一!建立了充分的学科交叉体系!特

别是形成了跨系)跨学科的复合专业群" 这种学

科交叉体系既为学生打下了深厚的专业基础!又

培养了综合研究能力$第二!严密而灵活的流动型

运作机制是跨学科-交叉. 研究和教育得以顺利

进行的有效保障$第三!与产业界密切合作!推动

产学共进"

*#E+如同我们提的%产学研一体化&!但

它不只是一个链条而是形成一个系统"

近年来!麻省理工学院的虚拟跨学科组织

-A6-(,/0O.(8-:6<'6T06./-9&-4/.6Z/(6+.! 简称 AO&.

以其高效的运行机制而受到国外许多大学的青

睐!成为当前大学一种新型的研发和教育模式"

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系统生物学创新工程-2+[J

T,(/(6+./0/.: ?9<(8[<;6+0+49O.6(6/(6>8!简称 2?J

;6.仅仅是一个虚拟跨学科组织圈" 它的%虚&首

先表现在它没有自己的专门研究队伍)试验设备

和工作场所等研发资源$其次表现在各个学术组

织的核心研发资源是借助于信息技术这根无形的

纽带相联结$第三! 它是围绕特定目标)基于成员

共同兴趣连接起来的一个组织边界模糊的动态联

合体$第四! 它只是专注于自己最有优势)最有竞

争力的核心目标! 而将自己所不擅长的一些非核

心业务)难以驾驭或难以把握的辅助业务! 通过

契约方式外包-&,(<+,-'6.4.给专业机构! 其实质

是在充分发展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 实现以

最少成员)最低投入)最快速度)最优质量争取最

大效益的目标"

*#V+

物联网的出现并形成的新一代互联网为传播

学跨学科研究构建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既可

以营造一个仿真度很高的媒介拟态环境!让研究

者展开种种传播学模拟实验!还可以建造一个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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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多学科多专业跨领域跨区域的虚拟实验室!节

约研究成本!提高研究效益!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

打破高校行政壁垒和学科门户隔阂!营造充满生

机活力的跨学科研究氛围和学术环境" 诚然!跨

学科研究对于我国高校科研工作来说还关系到它

的评估体系" 也许物联网不一定能改变传播学本

身!但它一定会给予传播学研究更多的灵感和

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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