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沟通城市指标体系建构 ：

基于上海的研究 （上 ）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 中心课题组

编者按 《 可沟 通城市指标体 系建构 ： 基于上海的研究 》 是复旦大学信 息 与 传播研究

中 心 完成的一组以城市传播为研究 范式 的 系 列研究成果 。 该 系 列研究讨论 了 城 市传

播研究 范式 、 可沟 通城市概念及评价体 系 ， 并 实施 了
一

系 列 以 可沟 通城市 为核心 概

念的 实证研究 。

本刊将分上 、 下 两期刊发这一 系 列 研究 ，
以 期 引 起学界对传播学研究 范式 突破

的 广 泛讨论。

该课题主持人为谢静 ， 课题组成 员 有 ： 孙玮 、 潘霁 、 周 海晏 、 葛 星 。

城市传播 ： 重建传播与人的关系

内容提要 城 市传播 旨 在扎根本土 经验 ， 回 溯 人 类 几 千年 的城 市 文 明 ， 聚合纷繁 复 杂

的城 市研 究 中 各个面 向 的
“

传播
”

议题 ， 在城 市 与 社 区 、 乡 村 、 国 家 、 世界 的 互 动 关

系 中 ， 建构 以
“

传播
”

为 核 心 视 角 的城 市研 究 范 式 ， 以 回 应 当 下风起云 涌 的传播革命

与 城 市发展现实 。 并在 此基础 上 ， 拓展 主流传播 学 预 设 的 传播 与 人之 关 系 ， 重 构传播

学 的 核 心概念 与 理论框架 ， 尝试进行传播研 究 的 范 式 创 新 。

关键词 城 市传播 传播 学 学科反 思 范 式创 新

一

、 城市传播 ： 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

人与城市的关系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 。 大约 ６０００ 年以前 ， 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

城市 网 络 形 成 了 ， 这 是 人 类 迄 今 为 止 创 造 的 五 大 网 络 之 一 。

［
１

］

麦 克 尼 尔

（ Ｊ ．Ｒ ．ＭｃＮｅｉｌｌ＆Ｗ．Ｈ ．ＭｃＮｅ ｉｌｌ
） 将世界史视为五个世界网络的连续 ， 在第一个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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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中 ， 人类以狩猎和采集部落的形式散居到世界 ； 大约 ６０００ 年前定居形成的本地

网络成长为城市 网络 ， 为第二个 网络 ； 第三个网络是 旧世界 网络 ， 它成长于大约

２０００ 年前欧亚大陆文明和北美的交流 中 ； 第四个网络是 自 １４５０ 年以来 ， 海洋航行使

欧洲大陆和美洲之间建立起了真正的世界网络 ；
最近 １６０ 年 以来 ， 第五个网络

“

全

球网络
”

正在持续形成 中 ， 城市化正是这一时期 的显著特点 。

［ ２ ］

此处 的 网 络意指
“

把人们彼此连接在一起的一系列关系
”

， 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 ， 在人类历史上处于

中心位置 。

［ ３ ］

以此网络关系 的视角 出发 ， 城市是多重社会关系 网络的地理焦点 。

［
４

］

传

播 （交往 ） 构成了人与城市之关系 的核心 。 全球化 、 新技术 、 城市化三大浪潮交织

融合 ， 构筑了 当前人类社会的基本图景 。

尽管
“

交流
”

是 １ ４ 世纪才 出 现的现代概念 ， 人类 的城市文 明 始终存在着形

形色色的交流 。 古希腊雅典城邦 ， 被视为一个
“

交流 的社会
”

， 这些交流活动触

及 了人类社会一些最根本 的 问题 。

［
５

］

中 国城市文 明 自 成体系 ， 具有
“

土 生性
”

。

⑷

“

中 国城市是 中 国文 明 的载体
”

， 意味着这个文 明 是覆盖全 国 的 网 络 ， 而城市 只

是其中 的节点 。

［
７

］

无论东西方 ， 从关系视角 看 ， 城市有一个共 同 点 ， 它
“

由 许多

网络组成 ， 流通 、 交换 和互动则在这些 网络里发生
”

。

［
８

］

处于相互 隔绝状态 的人

类各个文明 中 ， 都 出 现 了相似的早期城市起源 ， 这被历史学家称为
“

心 理一致
”

的现象说明 ，

［
９

］

以 传播 网 络为 核 心 的人与 城市之关系 ， 肇始 于人类文 明 的 开端

处 。

学科建制意义上的传播学理论奠基于现代城市 。 当代传播学思想重要来源之一

的芝加哥学派 ，

［
１ °

］

正是在帕克 （
ＲｏｂｅｒｔＰａｒｋ ） 、 沃斯 （

ＬｏｕｉｓＷｉｒｔｈ
） 等人进行的芝加

哥城市研究中 ， 锚定了新闻 、 报纸对于城市的作用 ， 进而引 申 出媒介与社会之关系 。

芝加哥学派
“

传播
”

观念的形成 ， 与 当 时美 国 的城市发展与都市化进程密切关联 。

这个至关重要的历史场景 ， 在 日 后主流传播学的发展中渐渐湮没无闻 。 回溯这个起

点 ，
可 以发现 ， 媒介与城市的关系是芝加哥学派建构

“

传播
”

意义的基础 ， 在帕克

看来 ， 报纸正是解决大城市整合缺失 问题的工具 。

［
＂

］

报纸与城市之关系 ， 是芝加哥

学派的重要理解前提 ， 这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主流传播学的
“

传播
”

意涵 ， 其 中包

括两个预设 ： 其一 ， 理论范式属于相 当典型 的
“

媒体表征
”

理论 。

“

所谓 的
‘

表

征
’

， 指的是 ， 媒介的作用是提供外在世界的表征——忠实的或不忠实的
”

。

［
１ ２ ］

意即 ，

城市是先在的客观世界 ， 报纸是再现城市 的工具 ， 报纸是外在于城市 的 。 其二 ， 城

市异质性特点导致的
“

失序
”

状态 ， 是城市危机最主要的根源 。

“

陌生人
”

的混杂

是
“

失序
”

的原因 ， 构成了对大城市的威胁 。

［
１ ３

］

自 芝加哥学派 以降的主流传播学则

急转直下 ， 实施了将媒介从社会 中剥离 出来的系统化行动 ， 主流传播学研究聚焦于

脱离历史场景的大众媒介 ，

“

传播
”

意义之问题 ， 自 此被搁置一边 ， 传播与人之关系

也停滞于彼时的芝加哥学派 。 近年来大陆拯救传播学的呼吁以
“

回到芝加哥
”

为号

召也说明 了主流传播学对于
“

传播
”

的理解 ， 至多 回 到报纸与城市 的芝加哥时代 ，

６新 闻 与 传播研究 ２０ １ ５ 年 第 ７ 期



可沟通城市指标体 系 建构 ： 基于上海的研 究 （
上

）

仍然禁锢于再现范式 中 的
“

表征
”

与
“

工具
”

。

距离帕克 、 沃斯等写下 《城市 》
一书 已经过去近百年 ， 如今 ， 城市 、 媒介一跃

成为 当今人类文明的显性要素 ， 强有力地影响着世界的发展 。 人类超过一半 以上的

人 口生活在城市 ， 城市化浪潮成为世界大趋势 。 学者们在解释 ２ １ 世纪网络社会时 回

顾人类网络的历史 ， 必得要看到 ６０００ 年以前人类建立的城市 网络的重大意义 ，

“

这

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 陌生人被实际联系在了一起
”

，

［
１４

］

人类网络史源远流长 ， 城市

与传播网络之关系伴随着人类发展数千年的历史 。 当前 ， 随着新技术 、 全球化进程 ，

城市正在成为全球网络最重要的节点 。

［
１ ５

］

城市 ， 是考量传播与人之关系 的重要场域 。

城市传播研究期望立足于当前崭新的城市经验以及以
“

城市
”

为视角 的人类文明史 ，

拓展传播研究的核心概念与基本框架 。

立足于中 国 ， 讨论城市传播不能 回避这样的问题 ， 中 国历史上是一个农业社会 ，

应该怎样理解城市在中 国历史发展 中 的作用 ？ 关注城市是否意味着忽视乡 村 ？ 是否

意味城市 中心主义 ？ 以上问题关乎城市传播对于 当前 中 国社会的意义 。 中 国都市史

研究的 日 本著名学者斯波义信对此有精彩阐释 ：

“

在脱离了纯农业状态 已转变为复合

形态的社会中 ， 都市绝不是一种例外 的现象 ， 而是普通人在 日 常生活 中所能见到 、

听到 、 接触到的或大或小的极为普通的东西 。

…… 断言 中 国社会是一种
‘

无都市
’

的 自 给 自 足农业社会的连续 ， 或者因交通 、 商业和手工业都不成熟 ， 断言作为其承

受体的都市也是一种不发达的单纯社会 ， 那就是一种极大的误解 。 早在商 、 周 、 春

秋和战 国时代 ， 都市 （城邑 ） 已成为规定人们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 中心 ， 即使在

郡县 、 郡国和州县这种官僚制度形成之后 。 也正如别具慧眼的 中 国社会学者葛兰言

及费孝通等人一针见血指 出 的那样 ： 古代都市一直都与农村组成了不可脱节的对应

关系而发展起来 。 在 １０ 世纪之后 ， 府州 、 县层次的都市周 围发展出无数的
‘

市镇
’

，

开始对农村产生深刻的影响 ， 并 由此成为近年来备受瞩 目 的乡镇问题的源头 。 总之 ，

虽说过去的农村社会是一种前工业化类型的农业社会 ， 但其属于一种在框架 内成熟

并发展到极限类型的社会 ， 不把握住这一点 ， 就抓不住问题的实在 。 研究中 国社会 ，

都市问题是一个关键 。

”
［

ｌｆｉ
］

我们在此提出城市传播的设想 ， 旨在扎根本土经验 ， 回溯人类几千年的城市文

明 ， 聚合纷繁复杂的城市研究中各个面向 的
“

传播
”

议题 ， 建构以
“

传播
”

为核心

视角 的城市研究范式 ，
以 回应 当下风起云涌 的传播革命与城市发展现实 。 并在此基

础上 ， 拓展主流传播学预设的传播与人之关系 ， 重构传播学的核心概念与理论框架 ，

尝试进行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 。 因此 ， 城市传播不是以 内容 （ 环境 、 健康 、 政治传

播等等 ） 或者区域 （社区 、 乡村传播等等 ） 或者主体 （ 国家等等 ） 作为维度的 中观

研究 ， 而是试图 以
“

城市
”

作为贯穿人类文明演变的基点 ， 在人类
“

存有
”

方式的

层面 ， 重建传播与人之关系的传播学创新范式研究 。

“

在当前新传播技术革命的背景

下 ， 新闻传播学学科 的建设再不能是在原有框架 中 的修修补补 ， 而是需要整体转

新 闻 与 传播研究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７ 期７



可沟通城市指标体 系建构 ： 基 于上海 的研究 （
上

）

型
”

。

［
１７

］“

传播学需要多元范式并置 、 多种学派纷呈 以展开对话 、 交锋的开阔气象 ，

以达成促进学科繁荣 、 回应历史变革之 目标
”

。

［
１ ８

］

二 、 传播研究的 中介化转向

德布雷 （
Ｉ＾ｇ

ｉｓＤｅｂｒａｙ ）
—直追溯到 黑格尔 （

Ｈｅｇｅｌ
） ， 他梳理 了

“

中介
＂

的涵

义 ， 是
“

使两者发生关系 的第三者 ， 如果没有这个作为第三者的 中介 ， 这种关系就

不会存在 。

… …黑格尔用中介这个词指思想发展的基本规律 ， 即通过不断地否定和

超越 自 己 的运动来反对 自 我 。

… …个人 内在的思想只有通过话语的声音 的外在化才

能够被 自 己 以及其他人所认识和掌握 。 发音 的声响将思想 中介化 。 因此 ， 中介作用

也是实现 自 我的方式
”

， 中介化的过程不只是
“
一次简单的穿越 ， 而是一次内在转化

的经历检验
”

。 德布雷推进麦克卢汉 （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ＭｃＬｕｈａｎ ）

“

媒介即信息
”

的观点 ，

提出
“

中介即信息
”

， 以表达两层意思 ： 没有 中介的信息是不存在的 ； 它们其实就是
一个整体 。 因此 ，

“

交流渠道之外没有信息
”

。

［
１ ９

］

德布雷的
“

中介
”

是一个哲学层面

囊括性最大的概念 ， 凡是建构两者关系 的都是 中介 ， 大众媒介当然也是中介 ， 主流

传播学关注的狭义媒介——大众媒介都是最具典型意义的 中介 。

城市传播正是在
“

构成主客体的 中介化实践
”

的层面理解传播的涵义 ， 并 以此

作为城市传播研究范式的一个理论基点 。

被称为
“

数字时代德里达
”

的媒体理论家基特勒 （
ＦｒｅｄｉｒｃｈＫｉ ｔｔｌｅｒ

） ， 正是从这

个角度理解中介化 ， 提出 了惊世骇俗的
“

媒介本体论
”

。 他认为 ， 西方哲学 自 亚里斯

多德以来 ， 本体论关注的一直是事物 的质料与形式 ， 而不是其在时间 和空 间方面 的

关系 。 只是到 了海德格尔时期 ， 对技术媒介 的哲学意识才第一次出 现 。 基于此 ， 基

特勒提出在本体论层面来思考媒介 ， 走 向媒介本体论 。 在缺席与在场 、 远与近 、 存

在与灵魂的 中 间 （
ｔｈｅｍ ｉｄｄｌｅ

） ， 所存在的正是一种 中介关系 （
ｍｅｄｉａ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 。

［
２°

］

基于此 ， 基特勒断言 ： 城市 ， 是一种媒介 。 他从媒介最基本的定义出发——媒介能

记录 、 传输和处理数据 ， 将老式的书本 、 新近发 明 的计算机 、 广为人知 的城市并称

为媒介 。

“

交错的 网络分割和联结着城市 ， 不论网络传送的是信息 （ 电话 、 广播 、 电

视 ） 还是能量 （ 自 来水 、 电力 、 道路 ） ， 它们都是信息 的不同表现形式 （ 只不过 因

为现代的各种能量流都依赖于相似 的控制 网络 ）

”

。

“

城市是 由河流 、 水道和新闻渠

道共筑的网络 。 城市是所有这些路径的交汇点
”

。

［
２ １

］

在此 ， 城市的实质是经 由传播构

筑的网络化的 中介关系 。

基特勒对于城市 、 媒介 、 传播的理解并非孤案 ， 这种打破主客体截然两分的观

点 ， 在城市与媒体研究 中 已然成为一种思潮 ， 不但在哲学层面对现代性范式产生剧

烈冲击 ， 而且强劲挑战 了媒体理论的
“

表征
”

范式 。 麦奎尔 （
ＳｃｏｔｔＭ ｃＱｕ ｉｒｅ

） 创造

了
“

媒体城市
”

的概念 ， 以 阐释传播技术的革命导致媒介与城市关系 的 巨大改变 。

“

当代城市的空间 和节奏与在城市主义的经典理论 中有所描述的空 间 和节奏截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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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

“

日 趋流动 、 即时并渗入城市空间 的媒体集合 ， 已经变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体

验模式的构成框架… …当代城市是个媒体 － 建筑的复合体 ， 它源于空 间化了 的媒体

平台 的激增和杂合的空间整体生产 。 尽管至少 自 １９ 世纪 中 叶
‘

城市现代化
’

背景下

的技术图像发展之 日 起 ， 这
一过程就一直在进行 中 ， 但其充分的含义直到数字网络

得到扩展之时才逐渐为人所知
”

。

［
２２

］

因此 ， 麦奎尔特别强调 ， 他
“

并未将媒体视为某

种与城市相分离的事物
”

，

［
２３

］

而是摒弃了
“

媒体表征
”

的理论范式 ， 将媒体理解为城

市的一个部分。 麦奎尔的媒体 ， 在此有两个意指 ，

一是指大众媒介 ，
二是指一般意

义上的媒介 ， 当他将被芝加哥分离的媒体 （报纸 ） 、 城市合为一个概念
“

媒体城市
”

时 ， 就是在最普遍的意义上理解媒介 ，
两个意指也 由 此重叠 了 。 基特勒的媒介是一

个哲学意义上的 中介 ， 麦奎尔 的媒体则偏重于技术意义上的大众媒介 ， 他在
“

媒体

城市
”

中讨论的媒体是指摄影 、 影像 、 数字 网络等 。 与基特勒相通的是 ， 他们都在

打破主客体两元对立的 中介化层面理解媒介的 内涵 。

基特勒和麦奎尔可谓殊途同归 ， 他们都直指 当代传播 的一个关键问题。 基特勒

认为 ， 城市是一种聚合多重 网络的介质 ， 所以城市就是媒介 。 麦奎尔指 出 ， 媒介完

全嵌人城市 ， 所以媒介就是城市 。 以此反观芝加哥学派奠基的主流传播学 ， 大众媒

介与城市 （ 社会 ） 之关系必须反思 。 其一 ， 城市 （社会 ） 先在于大众媒介吗 ？ 这里

的
“

先在
”

不是指历史发生的时间顺序 ， 而是理论层面第一性与第二性的 问题。 芝

加哥学派以降的现代性范式传播学认为 ， 先有城市 、 再到大众媒介 （报纸 ） ， 大众媒

介是城市 （ 客观世界 ） 的表征 、 再现 ， 城市与大众媒介是分离的 ， 城市是第一性的 ，

媒介是第二性的 。 城市是整体结构 ， 大众媒介则是维护这个整体结构 的整合工具。

这样的传统思路在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有哪些缺陷 ？ 其二 ， 媒介 内容的效果与媒介

形态的影响怎样调和 ？ 主流传播学集 中于大众媒介 内容 、 大众媒介使用 的效果 ； 而

业 巳被主流传播学吸纳的批判理论也多限于现代性的框架 ，
立足于印刷技术及早期

电子媒介的文化范畴 ， 关注大众媒介内容 （ 意识形态 ） 的影响力 。 如此 ， 媒介 （ 包

括大众媒介 ） 技术的意义如何彰显 ？ 其三 ， 从理论与现实层面看 ， 在媒介 （ 包括大

众媒介 ） 与城市关系重新组合的 当下 ， 传播的意义如何实现转变与重构 ？ 上述议题

聚焦于当代传播的核心问题——如何理解 中介化 。

与德布雷立足点一样 ， 延森 （
Ｋ ｌａｕｓＪｅｎｓｅｎ

） 也是从哲学层面 的主客体关系 出

发 ， 基于当前的新技术崛起的现实 ， 试图拓展
“

传播
”

的涵义 。 他梳理了从柏拉图 、

亚里士多德 、 康德 、 皮尔斯 、 维特根斯坦 、 海德格尔等构成的西方哲学的几次重要

转向——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 、 语言学转向 ， 直至当前
“
一次交流的转向

”

， 关

注点从客体 （本体论 ） 到主体 （ 认识论 ） 再到连接主客体的载体 （ 中介 ） ， 凸显 了

传播作为 中介化实践对于人类生活的重大意义 ，

“

正因为此 ， 无论是从整体而言的传

播的物质与社会条件 ， 还是具体而言的现代媒介 ， 它们都拥有极其重要 的地位 。 也

正因为此 ， 无论是在理论语境还是实践语境 中 ， 它们总是成为不断被争夺 的 目 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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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传播可以被视为一种先天综合——把握事物共同之处以服务于实际 目 的 的前提 。

”
［
２４

］

综上 ， 将传播理解为 中介化实践 ， 我们认为 ， 这不仅构成 了传播研究 的转 向 ，

同时也是人类思潮的一种转向 ， 可 以和语言学转 向 、 空间转 向 、 视觉转 向等突破现 ？

代性范式的学术转向相提并论 。 在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 向 中 ， 传播涵义实现了重大

拓展 ， 从主 － 客体联系 的工具 ， 转 向 主体间性的互动 ， 但这仍然属于现代性范畴 ，

传播仍然没有摆脱主体之行动 、 目 的之手段的从属地位 ， 主体 、 客体对于传播仍然

具有毋庸置疑 的优先性 。 在 中介化范式 中 ， 现代性的主体观塌 陷 了 。 传播与主体 、

客体的关系反转了 ， 传播是主体的存在方式 ， 是构成主体的方式 ， 是主客体得以显现

的实践场域 。 我们可以仿照德布雷 ， 反转现代性范式对于传播与人之关系的论断 ， 传

播与人的关系变成了——没有传播 ， 就没有主体 、 客体 。 传播构成了人类的存在方式 。

三 、

“

可沟通城市
”

： 实现人的存在价值

城市传播以
“

可沟通城市
”

为核心概念 ， 将城市理解为一种关系性空 间 ，

［
２５

］

传

播是编织关系网络的社会实践 。

［
２６

］

针对主流传播学的某些明显偏 向 ， 我们有意识地

予以修正 ， 揭示传播被遮蔽的面向 。 简而言之 ， 主流传播学将传播主要地理解为信

息传递的过程 ， 注重信息传递的效果而非传播建构的意义 ；
强调虚拟性大众传播相

对于实体空 间传播 的优越性 ； 在现代主义 的范畴 中将世界与媒介 的关系理解为真

实 － 再现关系 。 概括地讲 ， 在信息传递 － 建构意义 、 虚拟空 间 － 实体空 间 、 再现 －

拟仿这三大关系 中 ，
主流传播学不但主要地偏 向于第

一方面 ， 而且忽略两个方面之

间的关系 。 在当下的历史场景中 ， 这种偏 向遭遇 了极大的挑战 。 传播 的丰富意义 曰

益突显 ， 而旧范式却无法予 以充分地 阐释 。 城市传播研究不但要彰显这些被遮蔽的

面向 ， 而且更进一步地 ， 要打破这种二元对立 ， 将二元从对立转变为融合 ， 融合在

作为 中介化实践的传播中 。

传递信息 与 建构 意 义 。 关于芝加哥学派对于报纸的理解 ，

一言 以蔽之 ， 是整合

城市的工具 。 沃斯是芝加哥学派 中最关注城市异质性 的人物 ， 在他看来 ， 异质既是

城市的特征 ，
也是城市的缺陷 ，

“

个体与将社会凝聚在一起的组织团体分离 ， 大批居

无定所的个体与城市共同体的集体行为变得无可预见 ， 问题重重 。

”
［
２７

］

因此 ， 城市作

为共同体必须要整合 ，

“

这里有一套 内建的政治控制 的想法
”

。

［
２８

］

这个整合观念正是

功能主义关于大众媒介最重要的理论预设 。 罗威廉 （
ＷｉｌｌｉａｍＲ ｔｍｅ

） 在他关于近代汉

口城市的研究 中指 出 ，
１９ 世纪的 中 国城市缺乏芝加哥学派所认定 的那种强有力 的 、

有效率的政府权力 ， 取而代之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建立在精神认同之上 的社区 自 治

体 。

［
２９

］

基于此 ， 罗威廉对在西方社会思想 中 占据主导地位 的社区理论提出 了批评。

罗威廉指出 ， 这个由滕尼斯 （
Ｆｅｒｄ ｉｎａｎｄＴｏｎｎｉｅｓ

） 提出 、 马克斯 ？ 韦伯 （
ＭａｘＷｅｂｅｒ

）

和其他学者进一步发展的理论 ， 认为地方社区本质上是一个
“

封闭体系
”

， 并且强调

社区成员 的 同质性 ， 他们 中 间存在着紧密的情感联系 ， 在利益协调方面也几乎完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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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芝加哥学派以及 Ｅ ． Ｐ ． 汤普森 （
Ｅ ．Ｐ．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 两种研究思路都是在这个方 向上展

开的 。 这种对于城市共 同体 的预设 已 经遭遇许多社会学者和历史学者 的强烈质

疑 。

［
３°

］

而主流传播学对于大众媒介的理解和这个城市共同体预设密切相关 ， 因此在

社会结构的整体框架下特别关注媒介整合的功能 ， 而不是传播对于意义的建构 。

虚拟 空 间 与 实体空 间 。 传播在实体空 间与虚拟空 间维度上的 区分 ， 是伴随大众

媒介异军突起的晚近事情 。 在古希腊时代 ， 雅典城邦里的传播是浑然一体的 。 广场 、

街道 、 神庙 、 体育场等等场所中 的交往活动 ， 支撑了城邦的社会生活 。

“

对于汉娜 ？

阿伦特来说 ， 关于城邦概念最重要的是 ， 它为公 民对话和参与提供了一个公开和公

共的地点
”

。

［
３ １

］

主流传播学对于虚拟空间 的重视与推崇 ， 与大众媒介直接有关 。 电子

媒介的普及 ， 更加剧 了人们对于远距离虚拟传播的乐观想象 。 在传播与城市研究方

面 ， 这种偏 向至少遮蔽了两个重要议题 ：

一是实体空 间传播的重要意义 ，
以及

“

地

方
”

（ 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
“

ｐ
ｌａｃｅ

＂

） 在全球化浪潮 中 的价值 ；
二是以互联网带动的

融合媒介重构多重空间关系 的实践 。 以公共性议题为例 ， 在现有的主流传播学研究

中 ， 传播与公共性的关系主要建基于哈贝 马斯 的路径 ， 围绕着大众媒介建构 的虚拟

空间展开 ， 遗 失 了 公共性研究 等边 三 角 形
［
３２

］

的 另 外两边 ， 即 阿伦特 （
Ｈａｎｎａｈ

Ｒｒｅｎｄｔ
） 、 桑内特 （

Ｒ ｉｃｈａｒｄＳｅｎｎｅ ｔｔ
） 的公共性理论 。 与哈贝 马斯 （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 不 同 ，

桑 内特关注城市实体空 间 中
“

自 我表演
”

诸种要素 ， 如语言 、 姿态 、 服饰 、 身体 、

空间等等在视觉方面呈现的公共性 。

［
３３

］

这个思路认为 ，

“

城市乃是公共空 间非常重要

的地方
”

，

［
３４

］

城市里 的实体公共空 间是彼此邻近但又不熟悉的 陌生人多重会遇 的场

所 。 将城市视为重要的公共空间是与公民及其人权直接有关的严肃议题 。

“

在民主社

会中 ， 社会提供公众使用的各项财货和资源 ， 包括都市空 间与公共场所 ， 公民们都

应该有同等的取用机会 。

”
［
３ ５

］

新媒体与城市空 间关系究竟是怎样 的 ？
一种观点认为 ，

电子终结的社会关系 ， 将会导致城市的消失 ， 因为新技术
“

将迅速提供面对面接触

的优越替代品 ， 而面对面接触则是传统城市残存的主要存在理由
”

。

［
３６

］

与此针锋相对

的观点是 ， 新媒体和 以地方为基础的关系会彼此互动 ， 相互补充 。

［
３７ ］

卡斯特 （
Ｍａｍｉ

－

ｅｌＣａｓ ｔｅｌｌｓ
） 指 出 ， 各种新媒体使用的增长 ， 与地球的逐渐都市化有密切关系 ，

［
３ ８

］

新

媒体不是削弱而是促进城市的发展 ， 新媒体通过整合各种媒介 ， 将实体空 间与虚拟

空间 的传播融汇在一起 。 这种视角 打破 了将新媒体视为隔绝虚拟与实体空 间锐利武

器的惯常看法 ， 转而考察新媒体如何将城市各种类型的空间连结起来 ， 以此重构 了

城市的社会关系 。

再现与拟仿 。 斯费兹 （
Ｌｕｃ ｉｅｎ Ｓｆｅｚ

） 将
＂

主体
＂

历史作为考察
“

传播
”

意义变

化的基本线索 ， 他将人类迄今为止关于
“

传播
”

的思想概括为三个定义 ： 再现式 、

表现式 、 混合式 。 再现模式
“

是所有传统传播理论的根源
”

， 传播的功能因此在于 ：

“

监视 ， 信源所发与信宿所思的和谐一致 ， 社会遗产代代相传 。

”

斯费兹指 出 ， 此种

传播的理解基于笛卡尔的两元论 ，

“

作为发 出者与接受者的再现者与被再现者的分

新 闻 与 传播研究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７ 期１ １



可沟通城市指标体 系 建构 ： 基于上 海的研究 （
上

）

离 、 发出与接受主体与讯息客体的分离
”

， 传播因此是
“

发出者通过渠道传递给接受

者的讯息 。

——主体与客体是分离的和实在的 。 事实是客观的 、 普遍 的 ， 外在于再

现它的主体——再现是保证主体与 自 然之真实性 的唯一方法 。 再现确保 了二者的重

合
”

。

［
３ ９

］

再现式范畴主导下的主流传播学这样理解媒介 ： 是介于主客体之间 的 中介 ，

这个中介是主体运用的工具 ， 以承载传递至受众的信息 ， 而此种传播活动是在社会

结构的大框架下进行的 。 这种观念对传播学研究产生 了根深蒂 固 的影响 ， 传播学领

域对于这个
“

再现式
”

传播范式的预设缺乏 自 觉意识与反思批判 。 新技术引 发的全

球化影像的流动 ， 彻底改变了传播与城市的关系 。

“

从要么反映要么扭曲 了一个业 已

在别处确 立 的 社会现 实 的 图 像 的 意 义 上 说 ， 现代媒体不 是 简 单 的
‘

表 征
’

形

式 。

——新媒体平台始终如一地有助于新的感知和认知模式的形成 ， 有助于社会活

动 的新形式和新地点的产生 。

”
［
４°

］

其中 ， 新媒体发展的一个指 向是
“

空间与主体性之

间 的传统合作的去稳定化
”

。

［
４Ｕ
波斯特 （

ＭａｒｋＰｏｓｔｅｒ
） 认为 ， 现代性视野中 的新技术

是
“

已经形成的个体用来强化其优势或劣势的手段
”

，

［
４２

］

这种
“

仅仅把电子传播看成

是对时空的进一步延伸
”

的想法 ，

“

只不过是在再次确认 自 律理桂个体的型像 、 再次

申述主体的稳定性而已
”

。

［
４３

］

而在后结构主义的视野中 ， 传播不再是主体认识世界的
一种工具 ， 而是建构主体的一种方式 ， 是提供主体存在位置的一种方式 。 这种关系

超越了
“

再现
”

模式 ， 缔造 了鲍德里亚 （ Ｊｅａｎ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
） 所说

“

拟仿
”

模式 ， 传

播构筑的拟像已取消 了
“

再现
”

模式中符号与实在的关系 。 在
“

拟仿
”

模式中 ， 城

市与传播的关系不再是
“

现实
”

与
“

再现
”

的关系 ， 传播本身构成 了城市的一个部

分 。 传播作为一种 中介化实践 ， 既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方法与工具 ，
也是本体论意义

上的存在方式 。

城市传播作为传播研究的一种范式创新 ， 它的理论建构立足于城市发展与传播

实践的人类经验 ， 当然要 自 觉 回应当前城市与传播的现实问题 。 针对当前普遍存在

的
“

重连接轻沟通 、 有连接无沟通
”

的城市问题 ， 城市传播将
“

可沟通性
”

作为考

察城市状态的基本点 ， 探讨传播对于城市的丰富意义 ，
以 回应城市化进程 中 因缺乏

沟通 、 不可沟通引发的社会问题。 因此 ，

“

可沟通城市
”

的概念 ， 是中介化思想在城

市传播研究中 的一个集 中体现 ， 它将
“

城市
”

视为一个关系 网络的 中介 ， 而
“

可沟

通性
”

正是作为中介的城市的核心价值 。

“

可沟通城市
”

重点关注 四大议题 ： 其一 ， 城市如何既尊重多样性 ， 又打破区

隔 。 城市的价值在于 ， 给不同生活方式 以存在的空 间 ， 给不 同 的价值观 、 审美趣味

以充分的尊重 。 特别注重保障弱势人群的权利 ， 促成异质人群之间 的最大限度 的对

话 、 交流 、 理解 、 共处 。 其二 ， 城市如何达成时空感的平衡 。 文化是人类编织 的意

义之网 ，

［
４４

］

城市文化的塑造 、 凝聚力 的加强必需充分实现传统与现实的交流融合 。

城市共同体的建构 ， 依赖跨越时空 的传播编织意义 网络 。 其三 ， 城市如何实现实体

空间和虚拟空间 的融合 。 街道 、 广场 、 桥梁 、 纪念碑支撑的城市实体空 间与大众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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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建构的虚拟空 间并非截然相对 、 势不两立 ， 城市
“

地点
”

提供的场所感承载 了个

人 、 集体记忆 ， 倾注着公共或私人的情感 ， 具有无可替代 的价值 。 城市生活正是结

合实体 、 虚拟两种空间的纽带 。

［
４５

］

其 四 ， 城市如何处理城市与社区 、 乡 村 、 国家 以

及城市之间 的互动关系 。 以 中 国 的城乡关系为例 ， 城市与乡村长期 以来
“

相互依存 ，

你中有我 ， 我 中有你
”

。

［
４６

］

在古代 ，

“‘

城
’

和
‘

乡
’

相对立或是相分化的理念是不

存在的 。 乡是古代被统称为 邑 的城郭都市群中规模较小的一类 ， 因此两者相对立 的

情况本身就不存在
”

，
以至于

“

从宋代开始直到后来 ， 无数的
‘

市镇
’

在
‘

乡 村
’

中 出现 。

”
［
４７

］

就人 口 流动而言 ， 城乡人 口互动在近代 中 国 巳是平常景象 。

“

在清代 ，

极边远的边地才会有完全 自 给 自 足的农村存在 ， 大多数农民都离开 自 己 的村落到邻

近或远方的市场街及都市去打工 。 在知识分子 、 官吏 中 ，

一半 以上 的人都保 留 了农

村原籍 ，
而把住所安置在市镇及都市 。

”
［
４８

］

因此 ， 城市传播绝非意味着在城乡 两元对

立的立场中落入城市 中心主义的窠臼 。 正相反 ， 城市传播力 图在城乡关系 以及城市

与社区 、 国家 、 世界等多重关系视野 中 ， 进行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 ， 以拓展传播与

人的关系 。

执笔人 ： 孙玮 ，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 中 心研究 员 ， 复旦大 学新 闻 学 院 副 院长 ，

教授 ， 博士 生导师

注释

［
１

］ 〔美 〕 约翰 ？

Ｒ ． 麦克尼尔 、 威廉 ？Ｈ ． 麦克尼尔 ： 《人类之网 ： 鸟 瞰世界历史 》 ，
王晋

新 、 宋保军等译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年 ， 第 ２ 页 。

［
２

］ 〔美 〕 约翰 ？Ｒ ． 麦克尼尔 、 威廉 ？Ｈ ． 麦克尼尔 ： 《人类之网 ： 鸟瞰世界历史 》 ，
王晋

新 、 宋保军等译 ， 北京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年 ， 第 ３ 页 。 〔 荷 〕 简 ？ 梵 ？ 迪克 ：

《 网络社会——新媒体的社会层面》 （第二版 ） ， 蔡静译 ，
北京 ： 清华大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４

年 ， 第 ２３ 页 。

［
３

］ 〔美 〕 约翰 ？Ｒ ． 麦克尼尔 、 威廉 ？Ｈ ． 麦克尼尔 ： 《人类之网 ： 鸟瞰世界历史 》 ，
王晋

新 、 宋保军等译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年 ， 第 ３ 页 。

［
４

］ 朵琳 ？ 玛西 、 约翰 ？ 艾伦 、 史提夫 ？ 派尔主编 ： 《城市世界 》 ， 王志弘译 ， 台北 ：

“

国立

编译馆
”

与群学出版有限公司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５ １ 页 。

［
５

］ 〔 法 〕 克琳娜 ？ 库蕾 ： 《古希腊的交流 》 ， 邓丽丹译 ，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５

年 ， 第 １ 页 。

［
６

］ 薛凤旋 ： 《 中 国城市及其文明 的演变》 ， 北京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２０ １０ 年 ， 第 ３ 页 。

［
７

］ 薛凤旋 ： 《 中 国城市及其文明 的演变 》 ， 北京 ： 世界图书 出版公司 ，
２０ １ ０ 年 ， 第 ３ 页 。

［
８

］ 朵琳 ？ 玛西 、 约翰 ？ 艾伦 、 史提夫 ？ 派尔主编 ： 《城市世界 》 ，
王志弘译 ， 台北 ：

“

国立

编译馆
”

与群学出版有限公司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１６ 页 。

［
９

］ 〔 美 〕 乔尔 ？ 科特金 ： 《全球城市史 》 ，
王旭等译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０

年 ， 第 １ ２ 页 。

新 闻 与 传播研究 ２０ １ ５ 年 第 ７ 期１３



可沟通城市指标体 系 建构 ： 基于上海的研究 （ 上 ）

［
１０

］ 芝加哥学派是一个较为笼统的说法 。 和传播学关系密切的有两个脉络 ，

一是 以米德为

代表的社会心理学 ；
二是以 帕克为代表的城市社会学 ， 本文主要涉及第二支 。

［
１ １

］ 〔美 〕
Ｒ ． Ｅ ． 帕克 ， 《城市 ： 关于开展城市环境 中人类行为研究 的几点意见 》 ， 选 自

Ｒ ． Ｅ ． 帕克 、
Ｅ ．Ｎ ． 伯吉斯 、

Ｒ ．Ｄ ． 麦肯齐 ： 《城市论文集——芝加哥城市研究文集 》 ，

宋俊岭 、 吴建华 、 王登斌译 ， 北京 ： 华夏 出版社 ，
１ ９８７ 年 。

［
１２

］ 〔澳 〕 斯科特 ？ 麦奎尔 ： 《媒体城市 ： 媒体 、 建筑与都市空间 》 ， 邵文实译 ， 南京 ： 江

苏教育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年 ， 第 １ ０ 页 。

［
１ ３

］ 〔美 〕 路易 ？ 沃斯 ：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 》 ， 选 自 汪民安 、 陈永国 、 马海 良

主编 ： 《城市文化读本 》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８ 年 。

［
１ ４

］ 〔荷 〕 简 ？ 梵 ？ 迪克 ： 《 网络社会——新媒体的社会层面 》 （ 第二版 ） ， 蔡静译 ， 北京 ：

清华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４ 年 ， 第 ２２ 页 。

［
１ ５

］ 〔美 〕 曼纽尔 ？ 卡斯特 ： 《信息时代的城市文化 》 ， 选 自 汪民安 、 陈永国 、 马海 良主编 ：

《城市文化读本 》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８ 年 。

［
１ ６

］ 〔 日 〕 斯波义信 ： 《 中 国都市史 》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年 ， 第 １

－ ２ 页 。

［
１ ７

］ 黄旦 ： 《整体转型 ： 关于当前 中 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一点想法 》 ， 《新闻大学 》 ２０ １４

年第 ６ 期 。

［
１ ８

］ 孙玮 ： 《为了重建的反思 ： 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 ， 《新闻记者 》
２０ １４ 年第 １ ２ 期 。

［
１ ９

］ 〔法 〕 雷吉斯 ？ 德布雷 ： 《媒介学引论 》 ， 刘文玲译 ， 陈卫星审译 ， 北京 ： 中 国传媒大

学出版 ，
２０ １４ 年 ， 第 ３６

、
１ ２２

、
１ ２８ 页 。

［
２０

］ 〔德 〕 弗里德里希 ’ Ａ ． 基特勒 ： 《走 向媒介本体论 》 ， 选 自 周宪 、 陶东风主编 ： 《文化

研究 》 （ 第 １ ３ 辑 ）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年 。

［
２ １

］ 〔德 〕 弗里德里希 ＂ Ａ ． 基特勒 ？

？

《城市 ，

一种媒介 》 ， 选 自周宪 、 陶东风主编 ： 《文化

研究 》 （第 １ ３ 辑 ）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年 。

［
２２

］ 〔 澳 〕 斯科特 ？ 麦奎尔 ： 《媒体城市 ： 媒体 、 建筑与都市空 间 》 ， 邵文实译 ， 南京 ： 江

苏教育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年 ， 第 １ 页 。

［
２３

］ 〔澳 〕 斯科特 ？ 麦奎尔 ： 《媒体城市 ： 媒体 、 建筑与都市空 间 》 ， 邵文实译 ， 南京 ： 江

苏教育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年 ， 第 １ 页 。

［
２４

］ 〔丹麦 〕 克劳斯 ？ 布鲁恩 ？ 延森 ： 《媒介融合 ： 网络传播 、 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

维度 》 ， 刘君译 ， 上海 ： 复旦大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２ 年 ， 第 ４２ 页 。

［
２５

］ 〔美 〕 大卫 ？ 哈维 ： 《作为关键词的空间 》 ， 付清松译 ， 胡大平校 ， 选 自 陶东风 、 周宪

主编 ： 《文化研究 》 第 １０ 辑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
２０ １０ 年 。 〔英 〕 约翰 ？ 厄

里 ： 《全球复杂性 》 ， 李冠福译 ， 朱红文校 ，
北京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

［
２６

］ 孙玮 ： 《传播 ： 编织关系 网络——基于城市研究的分析》 ， 《新闻大学 》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３ 期 。

［
２７

］ 〔美 〕 路易 ？ 沃斯 ，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 》 ， 选 自 汪 民安 、 陈永 国 、 马海 良

主编 ： 《城市文化读本》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８ 年 ， 第 １ ５０ 页 。

［
２８

］ 史提 ？ 夫派尔 、 克里斯多佛 ？ 布鲁克盖瑞 ． 穆尼 ： 《无法统驭的城市 ： 秩序／失序 》 ，

王志弘译 ， 台北 ：

“

国立编译馆
”

与群学出版有限公司 ，

２００９ 年 。

［
２９

］ 〔美 〕 罗威廉 ： 《汉 口：
一个 中 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 （

１ ７９６
－

１ ８９５
） 》 ， 鲁西奇 、 罗杜芳

１４新 闻 与 传播研究 ２０ １ ５ 年 第 ７ 期



可沟 通城 市指标体 系 建构 ： 基于上海的研究 （ 上 ）

译 ， 马钊 、 萧致治审校 ，
北京 ：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８ 年 ， 第 １ ０ －

１ １ 页 。

［
３０

］ 〔美 〕 罗威廉 ： 《汉 口：
一个中 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 （

１７９６
－

１ ８９５
） 》 ， 鲁西奇 、 罗杜芳

译 ， 马钊 、 萧致治审校 ， 北京 ：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８ 年 ， 第 ９ －

１ ０ 页 。

［
３ １

］ 〔美 〕 安东尼 ？ 奥罗姆 、 陈 向 明 ： 《城市 的世界——对地点 的 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 》 ，

曾茂娟 、 任远译 ，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２００５ 年 ， 第 １ ５ 页 。

［
３２

］ 〔美 〕 理查德 ？ 桑内特 ： 《公共人的衰落》 ， 李继宏译 ， 上海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２００８ 年 。

［
３３

］ 〔美 〕 理查德 ？ 桑 内特 ： 《公共人的衰落 》 ， 李继宏译 ，
上海 ： 上海译文 出 版社 ，

２００８

年 ， 第 ２ 页 。

［
３４

］ 〔美 〕 约翰 ？ 艾伦 、 〔美 〕 朵琳 ？ 玛西 、 〔美 〕 麦克 ？ 普瑞克主编 ： 《骚动 的世界 ： 移

动／定著 》 ，
王 志 弘译 ， 台 北 ：

“

国 立编译馆
”

与 群学 出 版有 限公 司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１２３页 。

［
３５

］ 〔美 〕 约翰 ？ 艾伦 、 〔美 〕 朵琳 ？ 玛西 、 〔 美 〕 麦克 ？ 普瑞克主编 ： 《骚动的世界 ： 移

动／定著》 ，
王志弘译 ， 台北 ：

“

国 立编译馆
”

与群学 出 版有 限公 司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１ ２５页 。

［
３６

］ 〔美 〕 约翰 ？ 艾伦 、 〔美 〕 朵琳 ？ 玛西 、 〔美 〕 麦克 ？ 普瑞克主编 ： 《骚动的世界 ： 移动／

定著 》 ，
王志弘译 ， 台北 ：

“

国立编译馆
＂

与群学出版有限公司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２９ 页 。

［
３７

］ 〔美 〕 约翰 ？ 艾伦 、 〔美 〕 朵琳 ？ 玛西 、 〔美 〕 麦克 ？ 普瑞克主编 ？

？ 《骚动 的世界 ？

？ 移

动／定著 》 ，
王志弘译 ， 台北 ：

“

国立编译馆
”

与群学 出 版有 限公 司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３０ 页 。

［
３ ８

］ 〔美 〕 曼纽尔 ？ 卡斯特 ， 《信息时代的城市文化 》 ， 选 自汪民安 、 陈永国 、 马海 良主编 ：

《城市文化读本 》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８ 年 。

［
３９

］ 〔 法 〕 斯费兹 ： 《传播 》 ， 朱振明译 ， 北京 ： 中 国传媒大学 出 版社 ，
２００７ 年 ， 第 ３０

、

４８ 、
４９ 、 ５４页 。

［
４０

］ 〔 澳 〕 斯科特 ？ 麦奎尔 ： 《媒体城市 ： 媒体 、 建筑与都市空间 》 ， 邵文实译 ， 南京 ： 江

苏教育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年 ， 第 ２８７ 页 。

［
４ １

］ 〔澳 〕 斯科特 ？ 麦奎尔 ： 《媒体城市 ： 媒体 、 建筑与都市空间 》 ， 邵文实译 ， 南京 ： 江

苏教育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年 ， 第 ２８７ 页 。

［
４２ ｝ 〔美 〕 马克 ？ 波斯特 ： 《第二媒介时代 》 ， 范静哗译 ， 南京 ： 南京大学 出 版社 ，

２０００

年 ， 第 ３５ 页 。

［
４３

］ 〔美 〕 马克 ？ 波斯特 ： 《第二媒介时代 》 ， 范静哗译 ， 南京 ： 南京大学 出版社 ，
２０００

年 ， 第 ８６ 页 。

［
４４

］ 〔美 〕 克利福德 ？ 格尔茨 ： 《文化的解释 》 ， 韩莉译 ， 南京 ： 译林出版社 ，

１９９９ 年 ， 第

５ 页 。

［
４５

］ 〔美 〕 曼纽尔 ？ 卡斯特 ： 《信息时代的城市文化 》 ， 选 自 汪民安 、 陈永国 、 马海 良主编 ：

《城市文化读本》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８ 年 。

［
４６

］ 〔 日 〕 斯波义信 ： 《 中 国都市史 》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年 ， 第 ４４ 页 。

［
４７

］ 〔 日 〕 斯波义信 ： 《 中 国都市史》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年 ， 第 ２ １ ６ 页 。

［
４８

］ 〔 日 〕 斯波义信 ： 《 中 国都市史 》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年 ， 第 ２ １ ８ 页 。

新 闻 与传播研究 ２０ １５ 年 第 ７ 期１Ｓ



ＪＯＵＲＡｉｙＭａＳＭ＆ＣＯＭＮＵＨＪＯＡＴＤＯＮ

ＶＯＵｍｅ２２
， ＡＪＵＭＢ＾Ｒ７ ，

２０ １５

５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ｉｎｇ
ａ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Ｃｉｔ ｉｅｓ ：ＡＳｔｖｄ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ｅａｍｏｆ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Ｌｉ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ｂｍｍｍＪｃａｔＪ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Ｆｕｄ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５Ｕｒｂ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 ｉｏｎ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ｕｍａｎ

Ｔｈｉｓｓｔｉｕｆｙｐｒｏｐｏ ｓｅｓｔｈａｔｕｒｂａｎ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ｔ 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ｇｒｏｕｎｄｅｄｉｎｌｏｃａｌｅｘｐ 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Ｉｔ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ｖｉｅｗ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ｏｆ
ｙｅａｒｓｏｆｃｉｔｙｃｉｖ ｉｌｉｚａｔ ｉｏｎ

，ｉｎｔ ｅｇｒａｔｅｖ ａｒｉｏｕｓｆａｃｅｔ ｓｏｆ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ｔ ｉｏｎｉｎｕｒｂ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ｕｒｂ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ｍｏｎｇｕｒｂａｎｉｔｙ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
，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ａｔｌａｒｇｅ

．Ｔｈ ｉｓｐ
ａｒａｄｉ

ｇｍ
－

ｓｈｉｆｔｒｅｓｐｏｎ
ｄｓｔｏ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 ｉｏｎｒｅｖｏ ｌｕｔ ｉｏｎ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ｏｄａｙａｎｄｅｘｐａｎｄｓ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ｔ ｉｏｎｓｔｕｂ
＇

ｓ

ｅｘ ｉｓｔ ｉｎｇａｓｓｕｍｐｔ ｉｏｎｓａｂｏｕｔｈｕｍａｎ
－

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ｔ ｉｏｎｒｅｌａｔ ｉｏｎｓｈ ｉｐｓ ．Ｗｅｔｈｅｒｅｂｙａｉｍｔｏｒｅｍａｋｅ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 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 ａｒａｄｉｇｍｂｙｒｅｂｕ

ｉｌｄｉｎｇｉｔ ｓｃｏ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ｓ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ｅｔ ｉｃ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

１ ６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Ｃｉｔ ｉｅｓ ：Ｎｅｗ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ｏｎｓｏｆＣｉｔ 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ｅｍｅｄｙｉｎｇ
ｄｒａｗｂａｃｋｓ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ｉｔｙ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ｓｙｓｔ ｅｍ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ｐｒｏｐｏ ｓｅｓｎｅｗ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 ｉｖｅｃｉｔ ｉｅｓ ．Ａｓａｖａｌｕｅ
－

ｌａｄｅｎｎｏｔ 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 ｉｖｅｃｉｔｙｒｅｓｐｏｎｄｓｔｏ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

ｓ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 ｉｏｎ
，ｍｅｄｉａｔ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ｂｙ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ａｎｏｖｅｌｉｄｅａｌｔｈａｔ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ｓ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ｃｉｔｉ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ｔ ｉｏ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 ｉｖｅ ．

２５Ｔｈ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 ｉｖｅＣｉｔ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 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 ｉｖｅｃｉｔｙ ，ｔｈｉｓｓｔｕｔｆｙｅｘｐ ｌ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 ｉｏｎ
，ｒｅｖ ｉｅｗｓ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 ｉｃａｌａｐｐｅａｌｓ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 ｉｖｅｎｅｓｓ

，ｄｅｓｉｇｎｓｃｏｎｔｅｎｔ 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ｔｏｇａｕｇｅｕｒｂ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 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ｔｔｈｅｒｅｂｙ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ａｐｒｅ ｌｉｍ ｉｎａｒｙ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 ｉｖｅｃｉｔ ｉｅｓ ．

３５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Ｓｙｍｂｏ ｌｓａｎｄＦｒａｍｅｓ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Ｏｐ ｉｎｉｏｎｔｏｗａｒｄｓ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ｔｈｅ

”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ＴｏｕｒｉｓｔＷａｖｅ
＂

ｉｎＭａｃａｏ

＊

ＣｈｅｎＨｍｉｌｉｎ
，Ｙａｎｇ

Ｌｉｕ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ｆｒａｍ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ｓｙｍｂｏ ｌ

，ｔｈ ｉｓｐ ｒｏ
ｊ
ｅｃｔｃｏｎｄｕｃｔｓａｎ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ｕｒｖｅｙｔｏｅｘｐ ｌｏｒｅｈｏｗ

１２６新 闻 与 传播研 究 ２０ １ ５ 年 第 ７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