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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国内新闻评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强月新 刘莲莲

摘 要:新世纪以来,新闻评论研究的成果数量呈剧增态势,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研究

内容主要集中在新媒体评论以及转型期新闻评论之变化,研究方法渐趋多元化。这些变

化与社会转型期舆论多元化、新媒体评论与传统媒体评论间的互动以及其它学科对新闻

学研究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有关。针对当前新闻评论总体研究水平不高,系统性、理论性不

强,研究方法以思辨研究为主等问题,学界应在今后研究过程中注重微观与宏观、理论与

实践、定性与定量等方面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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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是在对新闻事实进行解释的基础上形成意见的新闻体裁。近年来,中国社

会转型带来的社会分化,导致社会中形成了多元化利益诉求,加之随之而来的社会矛盾多

样化,亟须新闻评论通过意见形成对社会现象和社会事件的解释,并最终形成舆论,对不

同社会群体进行舆论引导。在此情况下,新闻评论无论从样式还是规模来说,均呈现出日

趋活跃的趋势。实践层面的这种变化引起了研究者极大的兴趣,这直接表现在研究论文

量的剧增。本文通过对新世纪以来国内新闻评论研究的基本状况进行描述和分析,以凸

显当前新闻评论研究的概貌、存在问题,并对新闻评论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一、新闻评论研究现状与特点

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作为搜索对象,进行研究趋势的描述。同时,选择

新闻学与传播学CSSCI来源期刊为对象对新闻评论研究的基本特点进行分析。
(一)新闻评论研究的数量增幅明显

以“新闻评论”为主题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进行搜索,搜索结果表明,2000
-2012年间新闻评论研究的论文篇数为4215篇,而1980-1999年的20年间仅为1262
篇。可见,新世纪以来有关新闻评论研究的数量呈剧增态势。而2000-2012年间新闻评

论研究的数量总体上呈现出增长趋势,在2010年之后趋于平缓。同时,新闻学与传播学

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的新闻评论研究论文的数量也与总体情况相近。
新世纪以来,新闻评论著作和教材的出版数量也出现了较大增长,出现了超常规发展

的局面,出版的主要著作和教材超过了50部。这些著作主要以新闻评论的教材为主,旨
在对新闻评论的内涵、题材、类型、评论原则等进行阐释,如丁法章的《当代新闻评论教

程》、赵振宇的《现代新闻评论》、马少华的《新闻评论教程》等;或着重阐释新闻评论的基本

写作技巧,如李法宝的《新闻评论:发现与表现》、王振业和胡平的《新闻评论写作教程》等。
从现有的新闻评论的著作或教材来看,总体上具有多角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特征。同

时,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一是新媒体评论被纳入了新闻评论学著作或教材的写作结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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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并出现了专门的新媒体评论教材,如杨新敏的《网络新闻评论研究》等;二是出现了专门类新闻评论

教材,如程雪峰的《现代体育新闻评论学》、包国强的《财经新闻评论》以及曹林的《时评写作十讲》等。

图1 新世纪以来国内新闻评论研究的基本情况

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资助项目中,以新闻评论研究为主题的课题共1项(“新时期新闻评论发

展研究(1978-2013)”),涉及新闻评论研究的项目共8项。而直接以新闻评论为博士论文选题的共有

《现代新闻评论宽容意识研究》、《新闻评论语篇的语言研究》等5篇。
(二)研究主题有所拓展,研究范围不断扩大

从新闻学与传播学CSSCI来源期刊看,新世纪以来发表的新闻评论论文数量为133篇。按照新闻

学研究由新闻理论、新闻实务和新闻史构成的划分思路,本文将新闻评论研究也划分为理论研究、实务

研究和历史研究三类,同时考虑到比较研究和新媒体研究为近年来新兴的研究领域,本文将它们按照独

立类别的标准分述之。因此,本文将涉及新闻评论产制环节(包括采访、写作、版面等)的研究划为实务

研究,将涉及新闻评论的定义、内涵、功能、价值、社会作用等总体性的研究看作理论研究,将关于新闻评

论发展变化的历史分析划为历史研究,将从比较视野对不同国家间新闻评论发展状况进行的研究视为

比较研究,而以新媒体评论为对象的研究归为新媒体评论研究。按此标准,新世纪以来国内新闻学与传

播学CSSCI来源期刊所发表的新闻评论研究的论文在各类别中的分布如图2所示。

图2 新世纪以来新闻学与传播学CSSCI来源期刊的新闻评论研究论文的主题分布情况

从总体上看,新世纪以来的新闻评论研究以实务研究为主,研究主题有所拓展,研究范围不断扩大。
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关于网络和新媒体评论的研究上升较快,在新媒体评论的冲击下,传
统媒体在新闻评论产制方面的应对、调整和未来发展趋势等也成为研究的主要焦点。从研究主题上来

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闻评论实务研究集中讨论传统媒体评论如何在新媒体评论勃兴的语境下加强舆论引导力,

强化社会整合力。就研究主题而言,除了评论标题、创作技巧等常规研究之外,一些更加细化的研究也

引人注目,尤其是关于评论主体的研究。新闻评论主体通常包括职业主体、准职业化写手、有感而发的

公民、专业话题发言的学者①。作为意见的发布者,新闻评论主体需要尊重其他评论者的平等权利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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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根岭:《新闻评论新态势研究》,载《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第54~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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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尊严,做到一事一议和就事论事①,通过发掘事实与话题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选题立论②。这就要求

新闻评论者要在思维训练和采访实践中树立独立的品格,从而“将采访和评论融为一体”③。因此,在评

论主体多元化的时代,新闻媒体应当摆脱当前选题不来自评论者采集的第一手新闻事实之现象,着力建

立“评论员首先是记者”的评论记者工作机制,以应对新闻媒体的国际竞争以及来自网络媒体的竞争压

力④。在个案研究上,研究者主要关注特定报纸评论版或栏目的特色和风格的研究、新闻评论者的具体

创作技巧等⑤。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从跨学科和实践角度对新闻评论的教学进行了研究。
第二,以网络为标志的新媒体评论是最受学界关注的主题。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新媒体

评论的特点。与传统媒体评论相比,网络新闻评论的栏目设置更加多样、传播和互动更加及时、形式更

加灵活,但也面临着权威性和公信力不足的问题⑥。随着新闻评论形态的变化,新媒体言论也发生了相

应变化,表现为“聚焦事件发展的全程和细节”和“对事件发展过程进行时空结合的全程关注”,这在一定

程度上促进了多重价值观念和参与主体的深度交互⑦。其二,新媒体评论的影响。新媒体的崛起对新

闻评论的功能、内容和形式造成了较大影响。新闻评论的“微博化”加强了新闻评论的地位、作用及其对

传统媒体评论选题的渗透⑧,拓展了新闻评论的表现形态,使得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设议程⑨。因此,在
推动新闻评论及其价值取向多元化过程中,新媒体评论者应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疏导消极、狭隘、非
理性的思潮和情绪”,以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建构富有中国特色的传播话语体系”췍췍췍,发挥网络媒介在建

构“公共领域”中丰富公众议程来源、建构公众讨论的价值体系等方面的积极作用췍췍췍。由于传统媒体纷

纷涉足网络经营,网络新闻评论拓展了传统媒体网络评论空间,形成了网报互动和网台互动格局췍췍췍。
第三,新闻评论的理论研究以反思为主,形成了对新闻评论的内涵、特征、性质、功能、价值的再认识

和再阐释。这方面有两个趋势值得注意:一是强调新闻评论对新闻事实的依赖。当前的新闻评论应“以
新闻事实为依托”,突出新闻评论的时效性、思想性、论理性等特征췍췍췍。其中,新闻事实是新闻评论的核

心特征췍췍췍,因此,新闻评论是传者借用大众传播工具或载体,对新近发生或发现的新闻事实、问题、现象

直接表达自己意愿的论说形式췍췍췍。二是社会转型视野下对新闻评论功能的再认识。中国新闻评论功能

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功能的拓展以及与之相应的从题材内容到表现形式的创新上췍췍췍。具体而言,转型期

新闻评论的政治传播功能以“整合”为核心,以利益表达、政治议题设置、社会舆论引导、“推动政治社会

化和塑造国家形象”等为实现路径췍췍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闻评论本质上是观点信息的传播,具有促

进社会进步和提高公众认识能力的作用췍췍췍,因此,新闻评论同时具有表达公共意见的时代功能。
第四,新闻评论的历史研究主要涉及新闻评论的词源梳理、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近现代新闻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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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发展等方面①内容。其中,马少华②集中对近代新闻评论的发展状况尤其是对梁启超的新闻评论思

想和影响进行了集中研究。
第五,新闻评论的比较研究。不少学者对中美新闻评论的差别及原因进行了探讨,具体而言,两者

的差别体现在:选题上的整体视角与个体视角,偏重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与关注生活、国际事务话题③;
意识形态的分野造成表达方式上观点论证与行为批评、观念演绎与事件剖析、观点论证与事实判断、宏
大叙事与细小叙事间的差别④。有研究认为,媒体性质的不同造成了中美评论关注点、思维方式、写作

风格三个方面的差异,在中国媒体根本属性不变的情况下,中国新闻评论须从制度层面和操作层面入

手,“通过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树立媒体的独立品格⑤,以提升新闻评论的说服力。
(三)研究方法以思辨研究为主,渐趋多元

新闻传播行为和现象本身是复杂的社会现象,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仅仅凭借新闻学与传播学

自身理论难以解释研究对象,因而,采用跨科学视野进行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成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

者间的共识,这一趋势也在新闻评论研究中得到了体现。首先,新世纪以来,语言学被运用于新闻评论

的实务研究中,主要关注的问题包括:新闻评论的标题、语感、语篇、逻辑论证功能等;其次是法学相关概

念被运用于讨论新闻评论权、新闻评论侵权等问题;第三是运用社会学理论和视野对社会转型背景下新

闻评论的政治传播功能、社会舆论的整合能力等进行研究。
此外,新世纪以来的新闻评论研究也开始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思辨式定性研究在传统新闻评论

研究中占绝对优势,研究方法相对比较单一,而所谓思辨研究是以研究者自身的逻辑思考为基础的研究

方法。以往的新闻评论研究成果中,90%以上的论文均采用思辨研究的方式。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显

示,实证研究方法开始进入新闻评论研究当中,如李秀芳对美国主流日报和中国主流英语日报言论版的

实证研究、赵路平和许鑫对新浪、网易博客新闻评论的定量研究等,形成了渐趋多元的研究方法。
(四)形成了以高校为主、媒体为辅的研究群

新世纪以来,新闻评论的研究者主要是高校教师队伍,其次是媒体从业人员,形成了以高校为核心

的研究群体。其中,论文发表量较多的是华中科技大学、暨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河北大学、中国传媒

大学、中国中央电视台和湖北大学。从研究机构内部看,新闻评论研究已形成了以专家为核心的研究阵

地,如以赵振宇、胡沈明、陈栋、邓辉林、焦俊波、顾建明等为核心的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群,以马少华、刘保

全、涂光晋等为核心的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群,以及以喻季欣、谭天为主的暨南大学研究群。从整体上看,
研究群体所发表的论文与分散研究者相比,质量相对较高,研究主题相对集中,对研究问题的阐释也更

加深入,视角和方法更加多样化;而以媒体为主的研究群所发表的论文多为实践经验的总结。

二、新闻评论研究现状的解读

新世纪以来,新闻评论研究成果的剧增与社会转型期对新闻评论言论整合功能的需要,以及媒体的

市场化竞争、新媒体对新闻评论的介入等有直接关系。
(一)社会转型期多元舆论格局的形成是推动新闻评论研究论文数量剧增的社会因素

社会转型导致总体性社会分化,社会思潮呈现多元状况,在社会层面形成了不同的利益诉求和多元

的价值观,而新媒体评论的发展,使得传统的单一舆论格局发生了变化。在舆论多元化发展趋势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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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川:《对“新闻评论”一词的溯源与考证》,载《国际新闻界》2012年第1期,第101~105页;涂光晋:《从“济天下”到“持论公
正”———从史学视角考察中国新闻评论的精神传承》,载《现代传播》2006年第1期,第30~33、40页;涂光晋:《多媒体生存·多功
能延伸·多主体参与———改革开放30年新闻评论的发展与变化》,载《现代传播》2008年第6期,第12~15页;周奉真、李天伦:
《浅析新闻评论的变迁》,载《当代传播》2008年第4期,第119页。
马少华:《早期的“时评”———论我国近代新闻评论发生发展的形式规律》,载《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5期,第71~76页;马少华:
《论早期评论的发展对现代新闻周刊的贡献》,载《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2期,第72~76页;马少华:《论梁启超后期评论风格的
变化———兼论梁启超对新闻评论形式演进的贡献》,载《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11期,第89~94页;马少华:《论我国早期新闻评
论中的交流性因素———以梁启超为例》,载《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6期,第80~85页。
顾建明:《中美新闻评论选题方法的比较分析》,载《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第101~104页。
顾建明、王青:《中美报纸新闻评论表达方法的比较》,载《新闻大学》2011年第2期,第97~102页。
蓝晖焰:《中美新闻评论比较研究———以<人民日报>、<新京报>、<纽约时报>为例》,华中科技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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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进一步发挥新闻评论的舆论引导功能,改进舆论引导形式和艺术,实现舆论整合效应,塑造社会公众

舆论表达平台,成为了学界较为关注的议题。这些关注催生了新闻评论研究论文数量的增加。
其一,学界对如何正确认识新媒体评论现状的解释。如:有研究者对民众的网络言论内容进行分析

后认为,网民期待“在既有制度框架内解决现实问题”,因此,网络评论要弘扬主流价值并不意味着掩盖

矛盾和冲突,政府应正视网民意见,“谨防制度性断裂”①。顾杨丽、吴飞对“温州动车事故”的研究表明,
微博推进了“社会化互动信息生产模式”、“行进式实时移动表达模式”,实现了对碎片化信息的集聚②。

其二,传统媒体在社会转型背景下进行了评论形式和方式的调整,这种变化也引起了学界关注。以

报纸评论的研究为例,研究者较为关注时评、新闻述评、心得、体会、感言、报纸言论和记者点评等新兴的

评论形式③,多种评论形式并存的状况促使新闻评论的论题结构、题材等写作技巧的变化④。在电视媒

体方面,研究者集中探讨当前电视新闻评论所出现的问题、原因及应对策略⑤。
此外,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受众的知识需求呈现多层次性和多样性,新闻评论作用的发挥需要面向

受众,细分受众需求,通过优化信息质量、“选题要体现与受众休戚相关的现实”、“立论要着眼于受众的

实际”、完善和深化“受众直接参与评论机制”等方式加强新闻评论的舆论引导效果⑥。
(二)媒体在市场竞争中对新闻评论异质化特征的青睐是激发研究者兴趣的直接动因

媒体市场化改革导致媒体间竞争加剧,而新闻评论的异质化特征使其具有可替代性小的特点,从而

使得新闻评论成为受媒体青睐的重要体裁。媒体对新闻评论的重视,是促使研究者对新闻评论研究兴

趣与日俱增的直接原因。中国新闻媒体的管理模式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这一模式导致媒体形成与

行政管理相似的科层布局,在受众市场和广告市场竞争中形成倒金字塔形的竞争格局。除了这种科层

式竞争关系之外,不同媒体类型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体现在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以及传统媒体之

间对广告资源的竞争。竞争促使跨级别、跨类型的媒体以及同一集团下的不同子媒体在进行节目生产

过程中更加注重受众的接受需要,倾向于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节目制作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新闻评论形式的变化,这些变化促使研究者对之进行解释。
以党报的研究为例,随着广播电视评论、网络评论的兴起,报业间同质化竞争的加剧以及受众需求

日趋多元化,各大党报、机关报以及都市报竞相推出报纸言论版参与竞争,言论版的办版思路、版面结构

及意见整合方式呈现多元化格局⑦。研究者主要关注党报的突围路径⑧、经济言论找准自身定位⑨、地
市级党报如何在多层面竞争压力下突出地方特色等问题췍췍췍。

(三)新媒体评论与传统新闻评论的互动是激发研究者兴趣的内在因素

新世纪以来,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完善为新媒体内容业务的拓展奠定了基础。在此过程中,新媒体

评论改变了传统媒体主导的舆论格局,尤其是微博评论的兴起,使传统媒体在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中的

支配地位受到了较大冲击。因此,新媒体评论本身与传统媒体评论在表现形态、传播方式及存在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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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良荣、傅盛裕:《网民新闻评论呈现社会主流价值观———以近半年来两起“跨省”事件的论坛跟帖为例》,载《新闻记者》2011年第
6期,第4~7页。
顾杨丽、吴 飞:《微博传播力的本质:碎片化即时信息的整合力———以温州“7·23”动车事故为例》,载《当代传播》2011年第5
期,第49~51页。
周胜林:《报纸言论漫谈》,载《新闻大学》2002年第3期,第45~47、34页;许海滨:《一种新兴的评论样式———记者点评》,载《当代
传播》2001年第4期,第80~82页。
刘学义:《报纸新闻评论的转型》,载《新闻大学》2004年第4期,第77~79、69页。
唐 宁:《电视新闻评论栏目:如何在困境中生存与发展》,载《现代传播》2004年第4期,第125~126页;刘敬东:《电视新闻评论,
还在路上》,载《现代传播》2002年第3期,第37~39页;欧阳明:《我国电视新闻评论的困局及解困策略探析》,载《现代传播》2009
年第2期,第70~71、75页;王东生:《难点、重点和亮点———市级电视台怎样办新闻评论》,载《现代传播》2004年第3期,第135~
136页。
谢明辉:《新闻评论的受众观念》,载《新闻大学》2000年第4期,第45~47页。
涂光晋:《搭建“意见平台”———我国报纸言论版的回顾与思考》,载《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7期,第10~14、39页。
王武录:《新闻规律要遵守———兼谈党报评论》,载《现代传播》2007年第4期,第30~32页;王志贤:《“人人都有麦克风”,党报评
论怎么办》,载《新闻大学》2011年第2期,第156、164页。
张 奕:《紧贴时代脉搏 走近百姓生活———近期部分党报经济言论探析》,载《新闻记者》2006年第10期,第53~55页;邰小丽:
《把脉报纸经济新闻评论》,载《新闻大学》2002年第2期,第40~43页。
彭军辉:《浅议地市级党报新闻评论特点及趋势》,载《当代传播》2011年第4期,第91~92页;陈昕瑜:《新闻评论贵在积极介入本
地突发公共事件———以<晶报>“深圳飙车案”系列社论为例》,载《新闻记者》2012年第7期,第55~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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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差异需要得到学界的理论解释。同时,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竞争中对各自新闻评论特点的反思,
促成了双方间的互动关系。这一变化激发了研究者的兴趣,导致了研究数量的剧增。在研究过程中,研
究者并没有将新媒体评论与传统媒体评论的研究置于二元对立关系中,而是置于互动的视野中。

一方面,对传统媒体来说,如何应对新媒体评论的强势竞争,成为从业者和研究者不得不思考的问

题。研究者认为,应当提高报纸新闻评论的时效性,以“第一时间评论”为要求,利用网络形成报纸新闻

评论新局面,而在与新媒体竞争过程中,尤其要注意“避免公信力的缺失”和“僵化的写作模式”①,达到

“化被动为主动”、“化说教为说理”、“化生硬为生动”、“化单向为双向”、“化互动为双赢”的效果②。电视

媒体应着眼于调整评论节目的类型结构,强化节目的时效性,在评论队伍建设、增强节目互动性、简化节

目制作流程方面下工夫③。传统主流媒体应借鉴微创作的理念和手段,形成具有颗粒小、原生态、播发

快、传播广等特征的微内容,“在微时代继续巩固话语权、抢占报道和解释的双重制高点”④。
另一方面,新媒体评论对现有新闻评论研究的影响以及传统媒体参与网络业务后对新闻评论所造

成的影响,成为学界着力探讨的问题。新媒体的评论实践更新了学界对新闻评论写作技巧、性质和功能

等方面的认识。同时,由于传统媒体纷纷涉足网络经营,网络新闻评论拓展了传统媒体新闻评论空间,
形成了网报互动和网台互动格局⑤。研究者认为,新媒体评论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将传统新闻评论纳入

新媒体的传播流程,而是在评论的选题、表现形态、议程设置等方面拓宽新闻评论的研究视野。
(四)多种因素助推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从新世纪以来新闻评论的研究状况来看,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促使新闻评论的研究方法渐趋多元化:
首先,计算机技术在研究者层面的普及,为定量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操作条件。其次,人文社会科学量化

研究的兴起对新闻评论研究的影响。新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量化研究方法在跨学科研究潮流中被

传播学界所采用,而新闻学本身过于注重实践经验研究的状况使其面临“新闻无学”的尴尬境地,在此背

景下,新闻学研究者也开始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对新闻传播现象进行研究。第三,新闻评论的研究越来

越强调针对性和精确性,这要求研究者更新研究方法,从而催生了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三、新闻评论研究的展望

从总体上看,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对新闻评论的研究全面覆盖了新闻评论研究的基本范畴。但从

总体水平来看,现有研究还存在研究过于微观、与实践脱节等几个方面的不足,亟须在今后研究中注重

微观与宏观、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结合。
(一)提升新闻评论整体研究水平,增强研究的系统性和现实性

新世纪以来的新闻评论研究多数属于对策性研究,这些研究并没有考虑到新闻评论与媒体制度、社
会状况等宏观因素间的关联性,过于局限于新闻评论这一研究分支的界限内。这一趋势忽视了中国新

闻评论生成的具体背景,使得研究缺乏针对性和现实性,尤其是系统性、理论化的成果不多。同时,现有

研究中一般采用“存在问题-对策建议”的研究模式,使得相当多的研究停留在见子打子的微观操作环节

上,多讨论新闻媒体和新闻评论“应当如何”的问题,忽视了对策建议本身在中国具体媒介制度下是否可

行的问题。因此,新闻评论研究应置于宏观社会结构背景下进行整体研究,强化研究的系统性和现实

性,以增加研究的理论性和针对性,这也是新闻评论未来研究亟待注意的问题。
(二)拓展研究视野,增强新闻评论研究的理论深度

新闻学研究一直备受“新闻无学论”的困扰,说明新闻学研究的理论深度确实不足。究其原因在于

新闻传播现象并不是简单的社会现象,不可能在新闻传播学现有理论框架之内得到具有深度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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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军辉:《互联网时代报纸新闻评论的时效性研究》,载《当代传播》2011年第1期,第119~120页。
丁法章:《全媒体时代党报评论应对方略》,载《新闻记者》2012年第12期,第65~69页。
李德顺:《浅议媒介融合背景下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突围之道》,载《新闻记者》2010年7期,第77~79页。
劳春燕:《电视新闻评论:“微内容”制胜———央视<环球视线>的成功尝试》,载《新闻记者》2010年第10期,第39~42页。
丁法章:《漫谈网络新闻评论》,载《新闻大学》2008年第4期,第9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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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外近年来的研究来看,新闻学研究比较具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与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

学等学科进行交叉研究而形成的。因此,新闻评论现有研究总体水平不高,与研究的封闭性、研究视野

过窄有相当大关系。具体表现为在引用其他学科研究成果时,基本上是被动运用以进行解释性研究,这
导致新闻评论的研究具有较强的临时性和封闭性,无法与其他学科研究形成对话和交流。

从研究主体来看,现有研究者多为新闻学学科内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人员以及新闻从业人员,而其他

学科学者很少介入新闻评论乃至新闻学研究。单一的学科背景使得交叉研究停留在低层次水平,难以

形成多角度、多视野的研究向度。因此,对于新闻评论研究来说,跨学科研究既是新闻学特殊的学科性

质之要求,同时也符合当前学科交叉的大趋势,是新闻评论未来研究的大势所趋。
(三)推动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趋势,改变思辨研究一方独大的局面

实务研究和思辨研究主导着新闻评论的研究,这既是是新闻评论研究的特点,也是新闻评论研究的

缺陷。现有研究多数采用思辨的方式展开,研究者多从自身体验和感受出发,阐释新闻评论在理论建

构、实际操作中“应当”如何。这样的研究缺乏对当前新闻评论基本状况的深度思考,一方面降低了研究

的质量和价值,另一方面使得研究成为个人主观思考的结果,影响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从整体趋势来看,新闻评论的研究更需要强调研究的科学性和精确性。当前新闻评论研究方法虽

有多元化发展倾向,但目前依旧以思辨的研究为主,在今后的研究中应逐步改变这一状况,侧重多元化

的研究方法。其一,在计算机技术日益成熟的条件下,新闻评论的研究可进一步强化对其他学科研究方

法的借鉴力度。其二,近年来新闻评论传播生态的复杂化以及年轻学者的成长,来自其他学科的研究方

法在新闻评论研究中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运用。其三,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新媒体评论已经成为新闻评

论研究重要议题,而由于新媒体评论研究多倾向于采用量化的研究方法,加之其在数据统计、网络调查

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这将有利于推动新闻评论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ReviewandProspectofChineseNewsCommentaryStudiessincetheNewCentury
QiangYuexin (Professor,WuhanUniversity)

LiuLianlian (DoctoralCandidate,WuhanUniversity)

Abstract:Sincethenewcentury,achievementsofnewscommentarystudyhavebeenincreasingsignificantlywithexpanding
borders.Thenewresearchesmainlyfocusonnew-mediacommentsandnewsevolvingduringtheperiodofsocialtransfor-
mation,andthemethodsalsodiversesimultaneously.Thesechangesrelatetothefollowingaspects:publicopiniondiversion
duringperiodofsocialtransformation,interactingofcommentsbetweennewmediaandtraditionalmedia,influencefromoth-
erdisciplines.Generallyspeaking,thecurrentrelevantresearchesarestilllackofsystemicandtheoreticmethods,mainlybase
onspeculation.Inviewofthat,weshouldpaymoreattentiononcombinationofmicroandmacro,theoryandpractice,qualita-
tiveandquantitative.
Keywords:newscommentarystudies;socialtransformation;methodsof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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