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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时代全球传播的理想模式探究
摇 ———基于联合国“微传播冶的个案分析

史安斌

摇 摇 摘摇 要: 全球传播以公正性为前提,强调维护文化的多元性。 作为当今规模和影响力最

大的国际性组织,联合国理当在秉持全球传播的理念上率先垂范。 人权这一具争议性的议题,
是联合国微博绕不开的重要内容。 以人权为关注焦点,用“语义网络分析冶为方法,可以突破

传统框架分析的路径依赖,恰当地评估联合国全球传播的实际成效。 联合国官方微博中提及

最多的议题是自由、平等和生命权,而发展中国家较为关心的经济发展权和文化平等权,在相

关议题传播中未能得到充分的关注和体现。 联合国负责人权事务的高级专员为其微传播的主

体,负责宣示联合国在人权事务上的态度和立场。 联合国官微中频繁使用的“敦促冶和“呼吁冶
两个词,情感强度上有显著差异,显示出对不同国家所持的不同立场和态度。 以对“死刑冶的

态度为例,联合国的微传播实践在消除“文化折扣冶方面乏善可陈。 从保持价值中立、倡导文

化多样性、降低文化折扣三方面衡量,联合国微传播的现实表现距离全球传播的理想模式还有

不小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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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闻(global journalism)由新西兰学者霍华德·弗里德里克(Howard Frederick)在 1993 年提

出,与“全球传播冶(global communication)的概念紧密相连。 他将“全球传播冶界定为个人、群体、组织、
民众、政府以及信息技术机构跨越国界传递价值观、态度、意见、信息和数据的过程。 其时冷战结束,全
球化浪潮兴起,传播技术变革,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全球传播格局逐渐形成[1][2]。 不同于以民族—国家

(nation鄄state)为基本单位的国际传播,全球传播具有以下特点:传播主体多元化,内容实现了最大限度

的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受众指向相对泛化力图超越国家立场而关注全球共同关切(如金融危机、
气候变暖、恐怖主义,核安全等),从而让全球范围内不同社群和族群能够实现意义和价值观的共享[3]

(P42鄄52)。
作为全世界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跨国组织,联合国通过各种媒体平台和项目构成的全球传播网络,

标志着以超越民族国家参照系为核心表征的全球传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付诸现实。 但实际的情况却

是,在全球传播标榜去政治化的表象下,蕴藏着一个再政治化的意义交换过程,全球传播领域仍然存在

着非对称的相互依附和文化偏好[4](P4鄄9)。 从联合国自身的实践来看,我们距离实现全球传播的理想

模式仍有一定的差距。
本文以联合国官方微博为研究对象,聚焦于“人权冶这一兼具普世性和争议性的议题,对联合国“微

传播冶实践中在保持公平性、倡导多元化和降低文化折扣等方面的策略和效果进行考察和评估,并在此

基础上提出全球传播理想模式及其所应包含的要素。 为了适应 Web 2. 0 时代社交媒体传播的特点,本
研究采用当今国际传播学界最具前沿性的“语义网络分析冶 (semantic network analysis,简称 SNA)方法

进行研究,从而为在全球传播的语境下丰富和发展新闻传播学科的理论体系和改进我国的对外传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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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提供可资借鉴的参照。

一、 全球传播的核心概念和理论框架

全球传播的理念和实践一方面包含了以公正性为前提的价值关联,另一方面则强调对文化多元性

的维护和强化,联合国的传播实践便是以价值中立和多元性倡导为基本原则。
马克斯·韦伯(1958)在提出价值中立(value鄄free)的理念时将其与价值关联相提并论,在强调社会

科学工作者不应对其研究对象进行价值判断的同时,也承认不应忽略社会价值系统和文化取向的影

响[5](P1鄄7)。 具体到新闻传播领域,由于传播者个人因素、媒介组织的规范和社会文化影响等,在传播

活动中往往会产生“价值关联冶。 因此,新闻传播从业者应以“公正性冶作为实践的原则。 这也就是说,
传播者虽然要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对内容进行选择,但是各个层面的价值标准都应是公平、一致的,不
因传播对象、传播内容的不同而有所差别[6](P138鄄139)。 20 世纪 60 年代以降,西方新闻界在文化多元主

义思潮的影响下,奉“多元性倡导冶为行业圭臬,强调关注和保护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并通过多元视角

对人类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和挑战进行报道和评论。
在全球传播领域,价值中立原则首先意味着以平等的视角报道不同国家的现状和问题,而对不同国

家传播内容的选择、态度和立场等则不能因为该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意识形态而加以区别对待。 其

次,强调尽最大可能囊括同一个世界中的多种不同声音。 虽然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意识形态存在显著

的差异,但应当保障他们在全球新闻舆论场上享有平等的话语权,消除南北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通

信技术设施的落差而产生的信息鸿沟和话语失衡等问题。 这一立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80 年发布

的以《一个世界,多种声音》为题的报告(也称《MacBride 报告》)当中得到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这篇报

告也成为传播学研究的经典文献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日益深入,跨文化传播日益成为人文社科领域中的显学。 本研

究借用该领域的核心概念———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来分析全球传播的理想模式。 文化折扣

是指由于价值观、世界观、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上存在的差异,媒介消费者难以理解或接受跨国文化产

品而导致其价值的降低和折损。 该理论最早由考林·霍斯金斯(Colin Hoskins)提出,主要用于分析国

际影视产业链中的全球受众对好莱坞产品的接受情况[7](P259鄄278)。 在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领域,文
化折扣的概念被用以分析因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取向、文化习俗和语言符码上的差异对全球文

化传播效果所产生的影响。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文化折扣的增加导致受众对信息接受和文化认同程度的降低,成为影响全球传

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传播学界对文化折扣的研究集中于如何使不同国家和社群的受众实现

意义共享,目前公认的有效手段包括:倡导文化相对主义、淡化处理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避免使

用宣传色彩浓烈的“主控符码冶、根据受众需求精心选择语言和视听符号、引入国际公认的制度和规范,
等等[8](P23鄄35)。

二、 人权议题传播的内容和特征

所谓“人权冶是指人依据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应当享有的权利[9](P56鄄79)。 联合国自诞生的第

一天起始终把人权作为其核心事务。 1945 年《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发布,与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一起构成了“国际人权宪章冶,这
一系列法律文本制定了更为具体的实现人权的共同标准[10](P23鄄42,P154鄄155)。

本文借鉴国外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11](P26)将人权划分为两类。 第一类关注公民与生俱来的自然

权利,内容包括自由(宗教信仰、集会和言论自由),平等(不受歧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生命权(反对

酷刑、人格侮辱和任意逮捕),隐私权和财产权等五个部分。 这一类人权构成了《世界人权宣言》前 20
条的基本内容,其核心思想和语言表述可溯源至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权宣言》,近年来也被学界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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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认为是带有“西方中心论冶色彩的、在发达国家受到优先关注的内容。
第二类则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做了规定,内容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生存和社会保障权、工作

和休假权、受教育权和参加文化活动五个部分。 这类内容是《世界人权宣言》后 10 条的主要组成部分。
其中与生存权和发展权相关的内容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优先关注的内容。

应该看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人权内容界定和侧重点的分歧延续至今,各国在进行人权维

护行动的过程中,根据本国国情和民众关切优先突出这两类内容中的不同方面[12](P416鄄437)。 在此背

景下,有关人权议题的全球传播具有以下的特征:(1)各国在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和社会发

展水平的不均衡,使得人权报道与相关传播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表现出较大的差异;(2)与发达国家

相比,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议题上的话语权较为薄弱,甚至处于完全“失声冶“失语冶的状态。

三、 研究问题、方法和设计

从上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出发,本文以联合国官方微博为研究对象,聚焦于人权这一具争议性的议

题,对联合国全球传播的策略和效果进行分析评估。 具体而言,联合国的全球传播议题的侧重点有哪

些、对不同国家进行报道时的内容选择有何不同、对不同国家的态度和价值判断有何差别、对不同利益

主体的呈现有何区分、信源的多样性如何、在降低文化折扣方面的传播效果如何、传播策略是否得当,等
等。

联合国官方微博于 2011 年 5 月 19 日正式上线,以“#联合国人权事务冶(后改为“#人权事务冶) 为

标签定期发布相关内容。 截至 2017 年 6 月,发布相关微博共计 328 条,除去已经被删除的和链接失效

的微博,共计 180 条。 本文以“价值中立冶“多元化冶和“文化折扣冶为概念框架来设计研究思路,对这些

微博进行内容分析,重点聚焦和解决以下问题:
RQ1:联合国官微在“人权冶议题方面的传播框架是怎样的?
RQ2:联合国微传播在保持价值中立、倡导多元化方面的实际表现如何? 在降低文化折扣方面的效

果如何?
RQ3:全球传播的理想模式包含哪些要素?
为了适应社交媒体平台的变化和需求,本文采用了“语义网络分析冶 (SNA),在此做一简要探讨。

语义网络分析建基于传统的“新闻框架分析冶(news framing analysis),根据社交媒体平台的特征进行相

应的调整,旨在描绘和厘清传播系统中各种符码及其意义的关系网络。
新闻框架分析是传播学研究的经典理论和方法之一。 具体而言,新闻框架是一种“解释模式冶,传

播主体(例如,新闻记者和编辑)和受众通过定位、感知、识别和标记等方式对新闻传播的内容进行分析

和理解。 框架的形成包含“选择冶和“凸显冶两个步骤。 传播主体选择被认知的事实中某些方面,使之在

文本中更为突出,以此提出对特定问题的定义、进行因果分析和道德评判,并提出解决方案和改进建

议[13](P7)。 在对传统媒体文本进行框架分析时,研究者往往依照标题、副标题、导语、新闻来源、文章长

度、使用图片与图表等维度进行编码研究,笔者十余年前在国内学界最早引入了这一研究路径,并进行

了本土化的探索和尝试[14](P12鄄16)。
但是在社交媒体中,上述维度并不显著或几乎不存在,因而也就无法再因袭传统媒体的编码方式进

行框架研究。 除此之外,编码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对新闻内容和背景的了解程度,但是社交

媒体“短平快冶的内容和形式难以提供足够的背景信息,这就给传统的新闻框架分析带来了新的挑战[15]

(P19)。 本研究尝试利用 SNA 的思路来改进和更新新闻框架研究,利用传播网络中的概念节点来廓清

“框架选择冶的机理,用节点的集中程度来对“框架凸显冶的过程进行可视化呈现,为基于社交媒体平台

的新闻传播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启迪。
语义网络分析首先需要对文本数据进行内容分析,以确定高频词。 接下来以这些高频词作为节点,

分析并描绘它们之间在语义上如何交叉和联结,以高频词共现的方式描绘节点之间的意义联系,从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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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完整的语义网络。 文本内容的网络框架可以通过“语义集束冶得以体现,意义联系密切的概念在语义

网络中将会被密集的连接线相连[16](P589鄄603)。
根据以上的界定,本文对 180 条人权议题微博依照以下两个步骤进行语义网络分析:(1)采用

NLPIR / ICTCLAS 2016 汉语词法分词系统进行分词,再利用 ROST 内容挖掘软件(6. 0 版) 过滤频次低

的节点。 由于原文内容中含有大量的英文人名、国际地名等,两轮分词过后仍有部分不准确的词汇拆

分,因此本文又引入了人工筛查法,只保留了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生成最终的分词文本和过滤后

的高频词文本。 (2)利用 ROST CM 6. 0 对生成的分词文本进行语义网络可视化的操作。 软件可以

自动过滤无意义词、生成高频词表和可视化图像。 图像中节点的大小体现该关键词的频度,节点的

位置体现与中心关键词的意义关系,箭头表示节点之间的关系方向,节点之间连线的粗细表示共现

频率的大小。

四、 研究发现和数据分析

本文在语义网络、态度和立场、信源、文化折扣等四个层面上对联合国微传播的策略和效果进行分

析和评估。 下面,我们对研究发现和数据分析的结果分别进行详细阐述。
(一) 语义网络分析

首先对联合国官方微博中有关人权事务的传播框架进行梳理,通过语义网络图中关键词节点及其

之间关系从整体上把握关键词及核心概念的分布情况———即揭示“框架选择冶的机理;再利用高频词描

述最受关切的内容———即揭示“框架凸显冶的过程。
研究发现,联合国官微有关人权议题的传播内容涉及类别、地域、人物和行动四个方面(图 1)。

图 1摇 联合国官微人权议题传播的语义网络全图

在人权议题涉及的类别方面,言论和集会自由形成了一个的语义集束,这也是涉及所有子议题中被

提及频率最高的。 有关罪行、死刑、酷刑等刑罚议题与法律等概念联系紧密,这些概念被提及的次数居

于其次。 再次,被提及较多的还有涉及经济发展和种族歧视方面的议题。 相比之下,有关文化、儿童、尊
严等等议题处于语义网络的边缘。

对照《联合国人权宣言》所提及的分类,在联合国官微中被提及最多的是关自由、平等和生命权的

议题,这些都属于第一类人权的范畴,也就是被学者批评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的内容;而发展中国家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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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关心的经济发展权和文化平等权等第二类人权,则明显处于较为次要的位置。
为了进一步廓清联合国官微人权议题框架的内在机理,本文采用高频词分析法,对语义网络中除去

联合国、人权、事务三个常用词外,出现频度位于前十的关键词进行了分析(表 1),主要有以下三点发

现:首先,传播主体为其负责人权事务的高级专员,负责宣示联合国在人权事务上的态度和立场。 其次,
联合国通过“敦促冶和“呼吁冶各成员国采取行动,其所频繁使用的“敦促冶和“呼吁冶两个词在情感强度

上有显著差异,分别体现了联合国对不同国家所秉持的不同的立场和态度。 再次,联合国人权议题传播

的侧重点落在“生命权冶和“自由冶两个方面,与前述“第一类人权冶契合。 由此可见,高频词分析与前述

的语义网络分析中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

表 1摇 高频词统计结果

词 /词性 词频(个) 含义解释

专员 / n 54 这里专员专指“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冶,是联合国秘书长领导下负责联合国人权活动
的联合国官员。

皮莱 / nrf 30 纳瓦内泰姆·皮莱,2008 年-2014 年间任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

死刑 / n 26 1966 年《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通过开启了世界死刑废止进程,中国至今
仍未批准该公约。

敦促 / v 24 应用于联合国急切地催促各国采取行动。

政府 / n 17 联合国作为政府间国际组织,其政策的推行都依赖各国政府的行动。

权利 / n 17 与人权相关的具体权利。

墨西哥 / nsf 17 关于墨西哥的人权报道,是所有国别中出现次数最多的。

酷刑 / n 15 由《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来,缔约国必须防止在其管辖范围内实施酷刑。

呼吁 / v 14 情感强度低于“敦促冶,催促各国采取行动。

自由 / an 14 自由权,包括言论和集会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权利。

(二)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比分析

从对语义网络全图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联合国官微在探讨人权事务时重点关注第一类人权———即

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的自然权利,而对发展中国家关注的第二类人权未能给予同等程度的关注。 为了

进一步印证和廓清这一结论,本文对相关微博提及“发达国家冶和“发展中国家冶人权事务的议题框架进

行拆分,得到相应的语义网络图(图 2和图 3)。
显而易见,发达国家的语义网络中包含两个主要的“语义集束冶,其一强调言论、集会和思想等自

由与权利,其二侧重移民、难民问题和种族、性别歧视等问题,强调平等权利。 除此之外,传播的侧重

点还涉及废除死刑、权利侵犯等有关生命权、隐私权的内容。 以上内容都属于人权中的“自然权利冶
部分。 而发展中国家语义网络中虽然也包括言论集会自由、种族平等和抵制酷刑的部分,但还涉及

了司法公正、经济发展、市场公平等内容,而这些方面在发达国家的语义网络图中则没有得到显著的

体现。
为了厘清语义网络图中体现的议题差异,本文根据不同的内容和区域类别进行了比较(图 4)。 从

内容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的议题侧重点落在第一类人权;而发展中国家同类议题的占比明显

小于发达国家,第二类人权的比重则远远大于发达国家。 这充分说明,联合国在人权议题上的全球传播

并未达到“价值中立冶的目标,而是体现出了鲜明的“文化折扣冶,其中所蕴含的是不同国家在意识形态

和价值观上的显著差异。
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联合国官微通过使用“呼吁冶、“敦促冶、“关切冶等不同词汇表达其对不同国

家人权议题的立场和态度。 本文将其进一步细分为正面、中性和负面三种,具体而言,所谓“正面冶是指

赞扬相关国家在保障人权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负面冶是指对特定事件或相关国家人权状况的担忧,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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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摇 联合国官微有关发达国家人权事务的语义网络图

图 3摇 联合国官微有关发展中国家人权事务的语义网络图

重时甚至会对其加以指责;而中立则是指对人权有关的概念和标准进行解读,对保障人权的具体举措进

行说明,等等。
参照上述标准,本文对联合国官微提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内容进行细分,对比其不同的立场

和态度(见图 5)。 在有关发达国家人权事务的微博中,持正面立场的占 77% ,持负面立场的占 19% ; 而

在与发展中国家人权事务相关的微博中,持正面立场的占 56% ,持负面立场的 33% 。
显而易见,联合国微博对发达国家人权事务所秉持的立场和态度比对发展中国家更加正面。 换

言之,联合国全球传播中所秉持的“西方中心论冶色彩仍然相当浓厚,未能完全做到以公正、平等的立

场和态度来评估不同国家的人权状况,因而也未能充分体现充分尊重和保护文化多元性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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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摇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议题侧重点对比图

图 5摇 联合国官微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态度对比图

(三) 信源分析

从语义网络全图(图 1)中,可以看到两个子语义群,即“人权高级专员扎伊呼吁各国行动冶和“联合

国敦促政府行动冶;而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语义网络图中,可以看到“联合国秘书长冶、“联合国人

权高(级)专(员)冶、“人权事务专员冶、“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家冶、“人权委员会冶等子语义群与“呼吁冶、
“敦促冶、“深表冶等动词联系紧密。 在高频词表中,皮莱的名字赫然在列,在语义网络全图中,扎伊的名

字十分抢眼。 上述两位都具有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身份。
除了上述语义网络分析本身所显示的结果,本文还对 180 条相关微博的信源———尤其是直接引语

的来源———进行了一一甄别,发现与联合国相关的官方信源占据了主导地位,具体包括联合国人权问题

特别报告员、特别行动组、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秘书长等。 相比之下,与各成员国政府官员、社会活动家

等信源相关的微博只有 10 条(见图 6)。 在人权事务相关微博中,主要信源和直接引语来源均为联合国

专员和相关的专门委员会。 由此可以看出,就具有普世性的人权事务而言,联合国微传播中信源单一化

的倾向较为显著,未能充分体现其应当秉持的“一个世界,多种声音冶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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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摇 联合国官微引用信源分布图

(四) 人权议题传播中的文化折扣

为了阐明联合国全球传播中存在的“文化折扣冶倾向,本文试图找出一些在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上存在争议性的议题。 从语义网络全图、分图和高频词表中可以看出,“死刑冶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节点,
但是死刑的存废问题在国际社会仍存在较大的争议。

1966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开启了废止死刑的进程。 但是该公约

并未得到普遍一致的支持,有 41 个国家对该决议投了反对票,34 个国家投了弃权票。 虽然在成员国中

有 140 个国家被认为通过立法或在实际操作中已经废除死刑;但目前仅有 73 个国家签署了强令废除死

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二任择议定书》。 因此,本文以“死刑冶议题作为切入点,分析联合国

对价值观争议内容的处理方式,以此来评估联合国全球传播中表现出的“文化折扣冶倾向。
在本文聚焦的 180 条微博中涉及“死刑冶的总共有 18 条,根据其立场态度和传播策略可分为以下

两类: 对某一国家执行死刑表示关注和不满,其传播策略为诉诸于情感;呼吁废止死刑并说明理由,其
传播策略为诉诸于权威。

诉诸情感摇 联合国官微中的情感表达从弱到强可分为关注、关切、呼吁、敦促、谴责等,而在“死刑冶
议题上的情感表达则是通过使用最为强硬的措辞来实现的,以期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 例如以下这条

微博:
加沙当局日前依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革命刑法典》指控三名男子“与占领者合作冶,并以

所谓“叛国罪冶将其判处死刑。 联合国方面对此予以措辞最强烈的谴责,并敦促控制加沙地带

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遵守相关国际法、停止此类极刑处决活动(2017 年 4 月 10 日,黑体

为笔者所加)。
对于这类有价值观争议的内容,联合国官微明确阐述自身的态度和立场,通过强烈的情感表达来引

发受众关注,避免在二次传播过程中的模糊和变异。 诚然,诉诸情感只是跨文化传播中的起点,在此基

础上还应该利用说服技巧,才有可能影响受众,导致后者在态度和观念上的转变。 作为最具影响力的国

际组织,联合国官微通常会通过引用国际法、联合国决议等官方文件来强化相应的态度和立场,强化传

播效果。
诉诸权威摇 诉诸权威是常用的一种说服策略,也被称为“名人光环效应冶 [17](P49鄄79),通过援引权威

信源,影响受众对人权相关议题的态度。 联合国官微通过引用联合国秘书长、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等权威

信源,宣传呼吁废除死刑。 例如以下这条微博:
“我在所有情况下都反对实施死刑,因为每个人都享有基本的生命权,实施死刑存在着误

杀无辜者的可能,有关死刑的威慑力也缺乏证据。 在许多国家,废除死刑都是一个艰难的过

程。 我希望所有仍然存在死刑的国家采取行动,暂时停止实施死刑,直至彻底消除死刑冶———
前任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2014 年 12 月 22 日,黑体为笔者所加)。
依据传播理论,利用名人效应是政治传播最常用的手段之一,但是要达到好的说服效果还需要诉诸

感情、引发共鸣、情理交融等方式。 联合国官微在进行死刑相关议题传播时,并没有与包括中国在内的

·47·



史安斌: 社交媒体时代全球传播的理想模式探究

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状况进行有机的融合。 虽然有时会提及某些国家的死刑案例,但
是缺乏具体情节和情境的交代,因而很难获得不同文化背景受众的广泛认同。 由此可见,联合国官微在

对有价值观争议的内容进行传播时,其传播策略仍显得单一和生硬,在消除“文化折扣冶方面并未做出

带有示范意义的尝试。

五、 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以“保持价值中立冶“倡导文化多样性冶和“降低文化折扣冶等标准来衡量,联合国微传播

的实践距离实现全球传播的理想模式仍有不小的差距。 本文通过使用 SNA、框架比对等方法对联合国

人权事务的相关微博进行分析后发现,联合国全球传播的总体框架涉及类别、地域、人物和行动四个方

面,重点关注的是第一类人权———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的自然权利,而对发展中国家关注的第二类人权

未能给予同等程度的关注。
作为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在保持价值中立和倡导文化多样性方面的实际表现仍需改进,

而在降低文化折扣方面的实际效果不够显著。 在保持价值中立方面,联合国官微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进行报道时,议题的内容选择和价值判断方面都有显著的差异,态度和立场明显偏向发达国家。
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差异和复杂国情未能予以充分的关照,因而在态度和立场上有失偏颇。

另一方面,在倡导文化多样性方面,联合国官微的信源集中于其自身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除联

合国外的其他社会团体在其舆论场上缺乏合理发声的途径。 在降低文化折扣方面,对于处理“死刑存

废冶这类有争议的议题,联合国微传播的策略显得单一且生硬,使得社交媒体营造的全球舆论场上失去

了各个不同利益主体进行理性辩论的可能性,同时也未能充分考虑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复杂性,距离实

现降低文化折扣的传播宗旨尚有不小的差距。
基于以上对联合国微传播的研究,本文提出全球传播理想模式的三个标准:即“保持价值中立冶“倡

导文化多样性冶和“降低文化折扣冶。 依据这样的标准,理想的全球传播模式应该包含明确的、统一的价

值标准,对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报道应该秉持公正、客观和平衡的原则。 此外,理想中的全球传播应

当包括多样性的信源,将“一个世界,多种声音冶的理念诉诸于实践。 具体而言,对于不同的国家和地

区,无论其经济发展水平和意识形态有何差异,都应享有平等的表达权和发声机会。 另一方面,充分保

障各个利益主体对争议性话题进行理性辩论的权利,而非用首先用“权威声音冶压制不同观点和诉求。
这一点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的另一个贡献是尝试用 SNA 等方法分析社交媒体背景下的全球传播模式,这显然有利于避免

传统的传播学研究中因人为编码而带来的主观性过强等弊端,从而更为全面和客观地展现社交媒体平

台上全球传播的真实图景。 但是,大数据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寻找全样本[15](P19),本文无论在内容还是

数据挖掘上都仅限于单一组织(联合国)和单个议题(人权事务)。 在大数据传播日益成熟的背景下,全
球传播的理想模式有赖于全样本研究的进一步检验,这也是本文作者与同行后续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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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Abstract:This study examines the global communic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UN) in maintaining fairness
and diversification and reducing cultural discount through semantic network analysis of its official Weibo account
and its related tweets on human rights issue. On this basis,the author endeavors to propose an ideal model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which would contain the following elements:clear and unified value standards,the d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ources,the inclusiveness of rational debate,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one world,many voices冶
dictum from the MacBride Report (1980). As the biggest and most authoritative international and inter鄄govern鄄
mental organizations,UN should set an exemplar for adhering to the ideal model of global communication,which
is best exemplified by the social media communication on human rights,one of the most universal and controver鄄
sial issues.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re exists a communication gap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ir different perception and definition of human rights. However,the UN爷s social media communication has not
fully accounted for the complexities and discrepancies of understanding human rights by various countries. By the
yardstick of advocating value鄄free ethics and culture diversity principle,as well as reducing cultural discount,the
status quo and effect of UN爷s social media communication are still far from accomplishing the ideal model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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