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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③从功能论角度看，新闻媒介、新闻传播具有的各种潜在功能，主要是通过本位主
体的职业新闻活动实现的。 ④从本位主体与新闻行业、新闻媒体的关系看，他们维护着新闻传收的正
常运转和发展，塑造着新闻行业、新闻媒介的形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新闻传播的社会公信力
和社会影响力。 ⑤本位主体是具有自身利益追求的主体。 4.高位主体与本位主体的关系 高位主体与本
位主体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但他们之间的联系也是十分紧密的。 （1）在新闻媒体的组织结构
中，高位主体和本位主体在新闻传播媒体的人事组织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具有明显的差别，他们处于不
同的层级。高位主体是高层主体，本位主体是低层主体。 （2）在新闻传播活动中，高位主体和本位
主体的利益追求与价值目标具有一致性。 （3）高位主体与本位主体之间也会出现利益的不一致或冲
突。 （4）在一些特殊的媒体体制中，高位主体与本位主体只有逻辑上的区分，没有实体上的区别。 
三、新闻收受者 1.收受主体的构成及特征 （1）收受主体的构成 ①按照接触新闻媒介的频率，或者按
照接触新闻媒介的稳定程度分 a.稳定型收受主体，指比较习惯地、固定地接触和使用一定媒介的收受
者，对这种类型的收受主体而言，收受新闻已经构成了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 b.偶然型或非稳定型（
不稳定型）收受主体，指没有固定习惯，只是偶尔接触新闻媒介的人。这种类型的收受主体对新闻无
太大兴趣，仅仅是一种附带的、随机的或偶然的行为。 ②按照接触新闻媒介类别的多少分 a.单一型收
受主体，指只接触一种类型的新闻媒介，比如只读报纸或只看电视或只听广播甚至只通过网络浏览新
闻的人。 b.复合型收受主体，指同时接触多种类别新闻媒介的人，即既可能是报纸的读者，同时又是
广播电视或网络新闻的视听者、浏览者。 ③按照对一定新闻媒介接触的实际表现分 a.现实型收受主体
，指已经接触和利用新闻媒介的人。 b.潜在型收受主体，指具备正常接触媒介的能力，但还没有开始
接触和使用新闻媒介的人。 ④按照新闻媒体确立或形成的传播对象特征分 a.目标型收受主体（目标受
众），指新闻媒体传播指向的主要收受者或核心收受者，即媒体的定位性收受者。 b.边缘型收受主体
，指目标型收受主体之外的收受主体。这些收受者只是对一定媒介表现出不稳定的、偶然的接触和兴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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