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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转型国家的新闻体制与媒介发展》

内容概要

《中亚转型国家的新闻体制与媒介发展》研究了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独立后的新闻体制与大众媒体的发展情况。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进
入“社会转型期”或称“后社会主义时期”。随着国家政治制度的转变，这些国家的新闻业也发生了
极大的变化。与俄罗斯及其他东欧国家不同，中亚媒介发展是转型新闻模式中比较特殊的一种。独立
后，因国家综合国力下降和民众民主素质、文化水平不高，中亚国家的传媒水平无论是在理念方面还
是在业务操作方面都进展缓慢，有的国家甚至还出现了不如苏联时期的倒退局面。中亚五国的媒体在
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各种新的特征和新的问题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中亚转型国家的新闻
体制与媒介发展》对中亚国家新闻体制、传媒发展的研究填补了国内在中亚媒体研究方面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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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永华，女，1971年生。先后于中国人民大学外语系、北京大学俄语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获学
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
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外国新闻史研究会副会长。2011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主要从事世界新闻传播史、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代表作为《在华俄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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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立法 一、经济变革对塔吉克斯坦新闻业发展的影响 二、塔吉克斯坦新闻媒体的法律基础 第五节
塔吉克斯坦现行新闻业的最新特点 一、塔吉克斯坦报刊媒体的结构变化 二、塔吉克斯坦媒体业务方
面的变化 三、塔吉克斯坦的新闻管理体制 四、塔吉克斯坦媒体的新闻专业化程度 第四章 乌兹别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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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短暂的言论自由期过后，诉讼记者的官司数量和索赔金额却并没有减少。与阿斯卡尔·
阿卡耶夫执政时期一样，大部分原告都是政府官员。如总统办公厅负责人乌谢恩·斯德科夫起诉报纸
《白船》和《为了您们》。因为2005年12月《白船》在其网站上刊登了马伊拉姆·阿卡耶娃的公开信
《无法沉默！》，随后该信也在《白船》和《为了您们》两份报纸上刊登。原告认为，被告人马·阿
卡耶娃公然损害了其名誉和尊严，造谣生事，败坏了他的声誉。他要求赔付精神损失费100万美元
。2006年3月30号，五一区法院满足了部分索赔，做出决议：判处马·阿卡耶娃赔付原告50000索姆（
合1250美元）罚金，《白船》报赔偿10000索姆（合250美元），两份报纸还需作出更正声明。 对记者
施以的威胁、恐吓、野蛮攻击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愈加频繁。据社会团体“记者人”和“传媒代表学
院”的记录，仅2007年1月至10月期间，此类事件就发生了20多起，其中7次都是记者遭遇了殴打，其
中一次还有记者死亡（2007年10月24日在首都，乌兹别克语报纸《政治报》的编辑、记者阿里舍尔·
萨伊波夫被打死）。这让记者这一职业在吉尔吉斯斯坦变得越来越危险。并不是所有的暴力事件都广
为人知，因为大部分遇害记者都选择了沉默，他们一方面认为这就是从事这份职业的代价，另一方面
是不相信报警后，在目前的情况下能够将犯人抓捕归案。造成这一疑虑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国家的领
导人并未就多起记者遇袭事件发表公开声明，打死阿里舍尔。萨伊波夫一案被官方认为是吉尔吉斯斯
坦的个案。这些都给社会造成了一种可以对记者为所欲为的错觉，最终导致2007年在吉尔吉斯斯坦历
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记者出逃国外寻求政治庇护的事件。这一年的春天，“金字塔”广播电视公司编辑
部主编图拉特别克·别克坚诺夫逃离了祖国。同年秋，国家广播电视集团记者卡伊拉特·比力姆库洛
夫也奔赴国外。 对于站在反对派立场上的媒体，阿卡耶夫执政时期惯用的方法依然在使用：用大量法
律诉讼来管制不听话的媒体，或者直接关闭它们，洗劫其办公室，更换其主管以确立新的政治方针，
查封出版物等等。2007年2月11日深夜至12日，吉尔吉斯语报纸《吉尔吉斯精神》的机房连同所有数据
被焚毁。报社总编伯罗特·塔什塔纳里耶夫认为，这绝非偶然发生的事故，很可能与其报纸刊登的针
对总统办公厅主任库尔曼别克·杰米尔巴耶夫的批评文章有关。2007年4月20日早上，根据吉尔吉斯斯
坦总检察院的命令，《潮流报》和《吉尔吉斯精神》出版的报纸被没收。2007年10月24日，根据比什
凯克一个地区法院的裁决，《吉尔吉斯精神》被迫停止运营。 2005年“郁金香革命”后，新政权面临
的一个新问题是国有媒体的私有化。为了维护民主形象，同时迫于社会的压力，2005年12月8日，吉尔
吉斯斯坦总统签署了《关于对个别国家传媒进行改革》的法令。然而，除了这些举措外，国家领导再
没有做出任何实际的举措。在总统令颁布后，地方管理部门在筹备地方预算时删掉了有关给予地方报
纸财政支出的条款。虽然地方管理机关给予了一次性资金支持，但很多地方报纸还是陷入了艰难的财
政困境中，有些已经处在了倒闭的边缘。因为在地方上最多也只能解决报纸20％—30％的开支，所以
国有媒体自身非常不愿意实行私有化。2006年8月4日，10个国家报社的主编发布了公开信，希望总统
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放弃国家报纸改制的提议。信中指出：“公司化——对于出版社来说并不是合
适的组织形式，因为进行私有化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信中还指出，由于自身财政的困境，许
多报纸会受到金融寡头和犯罪团伙的控制。 国有媒体私有化进程的缓慢也可以解释为政府不愿放弃这
个强大的思想武器。2006年和2007年尖锐的政治事件表明，政府善于全面使用其控制下的媒体与异己
分子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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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亚转型国家的新闻体制与媒介发展》全面地研究了中亚国家在新闻体制选择和大众媒介发展方面
的情况。归结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当前中亚国家的新闻业来源于苏联社会主义新闻体系，是在
苏联解体后逐渐形成的一套独立的媒体结构。《中亚转型国家的新闻体制与媒介发展》在“塔吉克斯
坦”一章中客观地总结分析了中亚媒体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以及随后的演
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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