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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传播》

内容概要

在理论研究层面，本书探究了风险社会中环境传播的媒体功能，类型化地论述了转型中国的环境风险
议题的报纸再现与影视传播，剖析了环境新闻生产的现实困境，并着重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探究了
“邻避冲突”中新媒体、公民记者与环境公民社会的“善治”。此外，研究还探究了生态环境冲突中
的媒体的风险沟通问题，并揭示了环境运动中传媒与非政府组织的复杂勾连。
在传播策略层面，研究从环境传播的风险伦理、以生态思维重构环境新闻报道、消费社会的环境传播
策略等维度，探索性地思考了环境传播的路径选择。
《环境传播——话语变迁风险议题建构与路径选择》立足于社会发展的风险语境，探究如下几个问题
：
(1)西方媒介的环境话语如何演变，这又如何反映到环境传播的研究之中？
(2)大众传媒在环境风险沟通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3)国家、市场与社会视阈下中国的环境传播如何
演变？环境NGO如何获取“政治资本”并借助大众传媒进行环保言说？报刊、广播电视与网络新媒体
如何呈现环境风险和建构环保议题？媒体在环境群体事件中如何有效发挥其风险沟通功能？ (4)西方
媒体如何再现中国的环保形象？我国政府如何强化“绿色公关”与对外环境传播？ (5)我国环境传播
面临怎样的现实困境？我国大众传媒的环境传播路径如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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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小平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助理、广播电视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曾任湖北广播
电视总台经济电视频道总监助理。湖北蕲春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广播电视新闻学方向
）、博士（新闻学方向）。
2013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4年入选“华中学者”晨星岗。香港城市大学媒
体与传播系青年访问学者（2011.04）；湖北广播电视台经济电视频道总监助理（2011.9－2012.9）。
主要研究广播电视与新媒体、风险传播等，主持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省部级社科项目。先后在
《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大学》等杂志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独著《风险社会的媒体传播研究：社会建构的视角》、《环境传播——话语变迁风险议题建构与路径
选择》及《视听新媒体导论》，合著《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广播电视舆论引导能力研究》。曾获全
国广播电视学术著作二等奖、湖北新闻奖（论著）二等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湖北省高等教育学会新闻与传播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学研究
委员会会员，湖北省网络文化协会网络新闻评议会会员，湖北广播电视总台与华中科技大学共建“广
播电视与新媒体研究院”研究员。

Pa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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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环境传播的现实语境：风险社会与生态环境危机
二、环境传播的媒介依赖
三、环境传播的现实路径：环境风险、传媒与可持续发展
四、研究的目的与研究问题的提出
五、研究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六、研究方法
第一章中西方环境传播研究的概况
第一节环境传播、环境新闻与生态传播的相关概念界定
一、“环境传播”的界定
二、概念辨析：“生态传播”与“传播生态”
第二节西方环境传播的研究概况
一、西方环境新闻研究的流变
二、西方环境新闻研究的主要议题
三、对西方环境风险传播的评价
第三节我国环境传播研究的概况
一、我国环境传播的研究现状
二、对我国环境传播研究的评价
第二章中外环境新闻传播发展的脉络梳理
第一节西方环境新闻传播的发展历程
一、20世纪60年代以前：资源保护运动与环境新闻的滥觞
二、20世纪60－70年代：环境新闻的成熟
三、20世纪80－90年代：环境新闻的发展
四、20世纪90年代至今：环境新闻的兴盛
第二节 我国环境新闻传播的阶段性演变
一、中国环境新闻的启蒙阶段(1970年代)
二、中国环境新闻的起步阶段(1980－1991)
三、中国环境新闻的发展阶段(1992－2002)
四、中国环境新闻的繁荣阶段(2003至今)
第三章环境话语变迁、环境理念的嬗变与环境
报道的转型
第一节生态环境报道演变的背景：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
一、原始文明：依赖森林与生态传播的萌动
二、农业文明：毁林开荒与生态文学传播的诞生
三、工业文明：发展至上与科技至上思维主导下的“人类
中心主义”传播观
四、生态文明：“人、自然与社会和谐”框架下的传播观
第二节西方环境新闻的话语变迁
一、媒介的“田园话语”及其“诗意”诉求
二、媒介的“生态系统话语”及其“科学”诉求
三、媒介的“环境正义话语”及其“民主”诉求
第三节环境理念的嬗变与我国媒体的环境意识觉醒
一、环境理念的嬗变与环境报道的理念更新
二、我国媒体的环境意识觉醒的复杂动因
第四节我国环境报道的演变
一、从报告文学到新闻报道的转变
二、报道内涵不断丰富与报道领域不断拓展
三、环境报道形式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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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传播》

四、环境报道常态化
五、单一“曝光模式”的突破
第五节我国环境传播的发展趋势
一、环境传播的渠道与组织机构的多元化
二、环境传播的“融合新闻学”取向
三、环境传播中社会资本的涉取：大众传媒与环保NGO的
互动
第四章风险社会中环境传播的媒体功能
第一节风险社会中媒体角色的功能性定位
一、媒体角色的界定
二、风险社会学对媒体角色的探究
第二节环境风险的媒介预警
一、大众传媒是环境风险的反思性监控机制之一
二、风险预警是环境传播的重要功能
三、有效发挥媒体的环境风险预警功能
第三节生态环境信息的传播
一、大众传媒是受众获取生态环境信息的主要渠道
二、大众传媒传播生态环境信息的主要方式
第四节环境风险的舆论监督
一、我国的环境报道的演进：从正面报道、风险批评到
绿色反思
二、环境传播中的舆论监督
三、环境沟通中大众传媒进行舆论监督的策略
第五节媒体的生态教育功能
一、生态教育的传播途径
二、媒体的生态教育功能：警示与示范
三、媒体生态教育的主要体现
第五章转型社会中环境风险议题的报纸呈现
第一节社会变迁与我国报纸环境新闻的演变
一、社会转型与环境风险的媒体“能见度”之变
二、“国家与发展”框架下环境风险的媒体建构：我国社会
转型与环境新闻的演变
三、报纸的环境意识不断地提高
第二节报纸环境议题分化与“环境正义”的诉求
一、城市“废弃物”的媒体再现：风险社会的环保主题
二、城市废弃物处置风险报道的议题框架差异
三、“城市废弃物”的媒介呈现：城市化与民主化的双重议题
第六章风险社会中影视媒体的环境传播
第一节风险社会中生态纪录片传播的多维审视
一、生态纪录片的滥觞及其发展
二、生态风险的影像书写及其“生态政治”
三、参与式影像传播与环境沟通民主
四、社会转型与我国自然生态类纪录片的变迁
五、生态影视的“终极关怀”
第二节环境风险与迪斯尼动画片的生态文化传播
一、生态风险与动画片的生态意识
二、迪斯尼公司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态主题
三、迪斯尼动画中的绿色寓意
四、迪斯尼动画片的生态叙事与生态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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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传播》

第三节生态纪录片的跨文化传播优势、策略与伦理
一、生态纪录片“影像书写”的跨文化传播优势
二、我国生态纪录片跨文化传播策略
三、生态纪录片跨文化传播的风险伦理
第七章社会资本视角下新媒体的环境传播
第一节环境传播中的新媒体使用——社会资本的视角
一、新媒体传播视域的“社会资本”
二、新媒体为环保传播实践“赋权”
三、新媒体促进环保运动的社会动员
第二节“邻避冲突”中的新媒体、公民记者与环境公民
社会的“善治”
一、环境公民社会与环保公共领域的生成
二、新媒体背景下环境生存权益的表达机制
三、新媒体视阈下环境公民记者的参与式传播
四、环境“善治”的重要社会机制：新媒体与环境公民记者的
环境参与
第八章转型社会的环境新社会运动、环境群体
事件与媒体沟通
第一节 媒介化社会的环境运动
一、新社会运动视阈下的环境运动与大众传媒
二、我国环境运动的媒介依赖
三、生态文明视阈下环境运动与媒体功能
第二节转型社会中环境群体事件的媒体沟通
一、环境群体事件的界定
二、环境群体事件报道量的增加
三、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大众传媒的功能
四、环境群体事件的媒体再现与公众维权的话语策略
第三节 环境运动中的媒介与NGO
一、环境运动与大众传媒的关系
二、环境运动中NGO与媒体联盟存在的问题分析
第九章环境新闻生产视阈下生态文明传播的
现实困境
第一节环境新闻生产：传媒的公共属性与市场逻辑的冲突
一、我国媒介的双重属性与环境新闻生产面临的挑战
二、商业逻辑下报纸环境报道的价值追求
三、《新快报》“绿版”(1998－2001)的短暂命运：新闻专业
主义与市场主义的博弈
第二节传媒消费主义与环保传播的张力
一、消费社会、消费主义与环境危机
二、传媒消费主义倾向与生态文明传播的博弈
三、镜像与现实：高端杂志中的消费主义、阶层再现与
生态文明的解构
第三节环境新闻生产的偏差
一、报道观念偏差：极端的“经济增长论”与“环境中心论”
二、新闻题材选择出现偏差
三、环境新闻从业人员缺乏科学知识
四、生态报道缺乏持续性
五、媒体生态文明传播的片面化倾向
第四节环境新闻生产：多重博弈主体与生态环境话语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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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传播》

一、政党与政府：政治精英对环境话语的主导
二、民间环保组织：环境公民社会的话语实践
三、新闻传媒：环境议题的建构与环境话语的媒介形塑
四、公司企业：绿色营销的话语实践
五、专家：科学话语下的客观主义追求
六、公众：环境生存权益的表达以及对“专家知识”的挑战
第十章环境传播的路径选择
第一节 环境传播的风险伦理
一、坚持环境报道的风险责任伦理
二、环境报道：从“人类中心论”转向“生态中心论”
三、倡导风险报道的“环境正义”诉求
四、环境风险沟通的民主
第二节以生态思维重构环境新闻报道
一、生态环境风险的形象再现
二、生态报道的叙事策略：抽象议题的具象化
三、立足于受众以强化环境报道的接近性
四、借助融合媒介促进受众的环保参与
五、立足媒体定位形成环境报道特色
六、增加环境报道的趣味性与辩证性
第三节消费社会的环境传播策略
一、可持续消费与媒体传播
二、“绿色消费”的媒介倡导
三、适应消费社会特征的生态文化传播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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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本比较系统的研究中国当下环境传播的专著
2、对入门来讲帮助不大。就议题建构而言自己还深入不进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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