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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国外学者已经从传媒视角就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媒体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及影响、

媒体和公众的关系以及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科学传播模式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

的结论,但目前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还很欠缺。今后,科学家、媒体、公众与转基因技术关系的传媒视角研

究还有待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加强:长时段、大范围地对转基因技术媒体报道的系统研究、中外传媒比较视角的

研究以及实证调查与媒体分析相结合的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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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96年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以来,世界转

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连续14年保持迅速和稳定增

长,2009年又较2008年增长了8.4%,总面积已达

1.34亿hm2,相当于1996年面积的80倍。同时,
围绕转基因技术、作物和食品安全性的争论也从未

停止过。从英国的“Pusztai”事件(1998)、美国的

“斑蝶”事件(1999)、加拿大超级杂草事件(2000)、墨
西哥玉米污染事件(2001)到中国的转Bt基因棉事

件(2005)等,都引起了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全球大

讨论。
尤其是2009年8月和11月我国农业部发放了

两个转基因水稻和一个转基因玉米的生物安全证

书,为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又迈出了关键的一

步。但这一事件又激起了转基因作物是否应该商业

化的激烈争论。尽管政府从安全评价、标识管理、政
策法规等方面做出诸多能力,但争论在扩大,公众的

疑虑和抵制也在加剧,使得转基因生物技术产业无

法通过市场开发获得进一步发展。事实上,转基因

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不仅是科学家、政府、公众关注的

问题,也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因为它与生态环境以及

公众的身心健康等重大问题息息相关。未来农业转

基因技术将如何发展,公众、媒体对转基因技术或产

品的态度如何,科学家、媒体与公众的关系怎样,以

及媒体如何有效进行科学传播等等问题,越来越受

到研究人员和政府决策部门的重视,成为学术界研

究的热点。

  一、传媒视角下科学家、媒体、公众
与转基因技术关系研究的现状

  1.媒体眼中公众对生物技术或转基因技术和食

品的态度

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通过报纸、电视等媒体研

究了公众对生物技术或转基因技术和食品的态度,
研究的中心主要集中在:公众的认知水平和接受程

度、公众关注的重心以及转基因作物或食品的公众

争论案例。如George等 [1]通过对1996-2000年

间欧洲各国关于转基因作物和转基因食品媒体报道

的数据研究,分析得出了欧洲公众对食品安全和健

康风险的关注度远远高于对环境风险的关注度;欧
洲公众对转基因作物或食品的反对程度也由弱变

强;各国生物技术政策的变化更加依赖公众的推动

而不是政府党派的变化。Matthew 等[2]考察了美

国1970-1999年间生物技术和大众传媒关系的历

史,研究发现:从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

上半期,公众对生物技术的观点都没有进入媒体的

视野;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由于英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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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sztai”事件、美国的“斑蝶”事件等引起的转基因

技术安全性全球大讨论的情况出现,媒体对转基因

安全性争论的报道才大量增加,近乎70%的文章以

争论为特征。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各种争论事

件中,公众作为重要的行动者开始受到媒体重视,地
位发生了重大转变,第一次在媒体的新闻报道中强

调了公众作为主要行动者在生物技术争论中的

地位。
国内学者李敏[3]对我国主流报纸《人民日报》

1995-2006年间有关转基因食品与作物的相关报

道进行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媒体很少关注公众的知

情权和选择权,公众虽然对转基因食品与作物了解

甚少,但是期待得到重视和关注。若按新闻报道的

主题———公众观点/政策来统计,1995-2006年之

间只有2篇相关报道。若按文章主旨———公众责任

框架来统计,1995-1999年只有1篇文章涉及此主

题;2000-2006年多起来,达到11篇,这与当时国

际上围绕转基因技术安全性产生的激烈争论相

一致。

2.媒体对生物技术或转基因技术的态度及影响

Matthew等[2]通过对美国《纽约时报》和《新闻

周刊》1970-1999年间有关生物技术的新闻报道的

定量分析,研究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

初,与生物技术相关的新闻报道呈现出压倒多数的

积极肯定的特征,媒体关注的重心在科学进步和经

济前景方面;与90年代末关于克隆的出现相对应,
媒体报道出现陡然转向,关注的重心转向克隆技术

的伦理争议问题。Toby等[4]主要探讨了美国主流

媒体———《纽约时报》1971-2001年间及《华盛顿邮

报》1977-2001年间与食品和药品相关的遗传学新

闻报道的框架问题,通过近30年的数据分析,结果

发现:在报道中,来自科学和医学的论点被认为是进

步的,而与食品相关的遗传学则不被认为是进步的。

Leonie等[5]通过对美英两国国家主流报纸如《华尔

街日报》《华盛顿邮报》《伦敦时报》等5家媒体1990
-2001年间有关农业生物技术的新闻报道的定量

分析,结果发现:媒体在报道与农业生物技术有关的

新闻时常常追求轰动效应和存在偏见。此外,国内

学者张玲[6]的文章有小篇幅论及媒体对转基因食品

发展的作用,认为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恐惧大部分

来源于大众传媒对转基因食品负面效用的过度报

道。例如,普兹太关于转基因土豆能破坏老鼠免疫

系统的研究结果最早就是通过电视发布的,产生的

影响非常广泛。2003年末,中国的“雀巢转基因奶

粉”事件,在媒体的大肆渲染以及片面宣传转基因食

品的危害性的情况下,一度引起国内消费者的高度

紧张和恐惧,而且这种恐惧在媒体和人们自身心理

因素的双重作用下被放大并以非理性的方式不断传

播开来。

3.关于媒体和公众的关系

在转基因技术和食品的发展过程中,公众的认

知和态度对这项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有重要意义。公

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是由其认知水平决定的,而
公众认知信息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媒体。因

此,媒体报道将会对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认知和态

度产生直接的影响。Barrie等[7]通过对科学家和新

闻记者两个重要群体的实证调查,研究表明:两个群

体一致认为大众媒体在向公众传播生物技术信息过

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新闻行业有责任客观地告

知公众信息,在报道科学和生物技术时应避免不适

当的情绪化和片面追求轰动效应。被调查的科学家

和新闻记者还一致认为:新闻记者在报道复杂的科

学问题时运用恰当的报道技巧也很重要,它可以使

报道的主题更加生动有趣,从而让非专家易于理解。
这样对促进公众理解像生物技术之类复杂的科学问

题大有帮助,可以说媒体在提高公众理解科学的水

平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Leonie等[5]的研究发

现,英美两国的媒体成功地为公众扮演了议程设置

的角色。像媒体对“疯牛病危机”和“星联玉米事件”
的高强度报道,一方面对管理者形成公众舆论压力,
促使管理者改进食品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失察和监

管不力;另一方面由媒体挑起的转基因公众大讨论,
最终也提高了两国公众对农业生物技术的认识。

Brossard等[8]通过对美国《今日美国人》《纽约时报》
和《波士顿环球报》等媒体关于转基因食品话题新闻

报道的分析,研究发现:由于敌对媒体效应现象的存

在,对于那些党派团体而言,他们逐渐认识到有偏见

的媒体往往倾向于反对他们的观点,而不是支持

他们。
丁玉莲[9]的研究分析了媒体提供信息的正、负

性对消费者态度形成和改变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媒体提供的信息的正、负性不但会影响消费者的购

买意愿,而且会影响他们的支付意愿;接受正面信息

的消费者甚至愿意以高于普通食品的价格购买转基

因食品;与正面信息相比,负面信息更容易让消费者

改变态度。李敏[3]的研究发现,关于公众参与和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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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方面的内容,1995-2006年间中国最大的主流媒

体———《人民日报》竟毫无提及,一个方面说明我们

的媒体从业人员没有这样的意识,我们离公众参与

和磋商,还有很大的差距;另一个方面也说明我们的

媒体从业人员较少接触科学与社会这一领域的国际

视点。

4.科学传播模型问题

Rosie等[10]通过对英国2003年6-7月份发生

的历时6周的转基因作物的公众争论案例的研究发

现:转基因的公众争论对科学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形

成了挑战,科学传播经历了由“缺失模型”向“对话与

争论模型”的转变,科学传播正发展成为促进科学家

和公众对话的一个新途径。李敏[3]从公众理解科学

角度对国内主流媒体《人民日报》1995-2006年间

有关转基因食品与作物的相关报道进行案例研究,
并与国外的相关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指出了中国大

众媒体的科学传播模式存在的种种问题及原因,比
如:与国外较高水平和质量的报道相比,国内报道的

框架单一、水平较低;在传达科学技术的风险性和不

确定性方面,表现出强科学主义的盲目乐观和人文

精神的缺失;对于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重视不够;
还没有公众的参与和磋商的意识,在科学传播的理

论指导方面尚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对国外报道存

在着过强的舆论导向,而导致视角变形等等。从作

者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关于生物技术或转基

因技术的传播还处于比较初级的“科学普及”和“缺
失模型”阶段,距离建立对话与磋商的民主科学传播

模式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此,在像转基因技术

这类新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如何避免科学家与公众

的社会冲突,如何建立走向对话与磋商的科学传播

模式,以及媒体如何有效进行科学传播等,都是目前

各国亟待研究的课题。
总之,国内外学者基于传媒视角研究科学家、媒

体、公众与转基因技术关系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
国外学者对科学与传媒关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

究,比如对公众如何理解科学、媒体对科学技术的态

度、媒体与公众的关系、科学的社会争论、科学传播

模型、传媒对科学的直接影响等等方面的话题已经

进行了细致深入地探讨。第二,国内外学者在统计

媒体新闻数据时选择的框架和指标体系,为我们进

一步合理的研究设计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他们在社

会调查的数据统计上,为我们的中外比较研究提供

了一些可供对比的数据。第三,他们用来研究科学

史和技术史的视角和方法,如媒体、公众视角以及案

例研究、实证研究、社会学统计分析等方法已经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非常值得国内同行借鉴和学习。

  二、传媒视角下科学家、媒体、公众
与转基因技术关系研究的不足

  1.基于传媒视角对转基因技术的整个发展演变

历史研究较少

缺乏系统、全面地从传媒视角来分析不同时代、
不同利益集团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待转基因技术

的态度变化情况、产生变化的原因,以及影响转基因

技术发展的各种社会动因,这种全程历史考察的缺

失,对政府、企业的政策决策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

响。正如马丁·鲍尔所言“很多公众理解科学的研

究者缺少至关重要的历史视角,似乎头脑里充满了

传播的能动性和效率问题,而没有宽阔的视野。只

是在最近,这种状况才得以纠正。”[11]

国外学者对媒体科学报道进行历史考察和研究

也不过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开始起步,以英国、
美国、德国和法国学者的研究较为多一些。其中英

国学者马丁·鲍尔和他的同事对1946-1990年英

国报纸中科学报道的代表性样本进行了系统的内容

分析,他们对英国报纸遗传工程报道的研究也正在

进行[11]。目前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很少,他
们更多地是关注转基因技术及产品在贸易、食品和

生态安全、知识产权、伦理道德、政府管理、消费者态

度等方面的问题。对大众媒体所报道的科学进行内

容分析,可以估测同一语境下科学形象的传播,即科

学如何大众化,公众如何理解科学。因为“对科学成

就的赞颂和忧虑是现代文化的核心元素,而对于科

学未来的发展来说既是资源又是束缚。五花八门的

符号和想象构成了人们对最新科学进展所产生的态

度和兴趣的基础,它们影响了人们的消费选择,在有

些情况下还会指导投票箱,这时新发现就变成了政

治事件。”[11]

2.对于转基因技术的发展,缺乏中外媒体比较

视角的研究

目前国内从中外传媒比较的视角,围绕转基因

技术探讨科学家、媒体与公众关系的研究还很欠缺。
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更多地是关注转基因

技术本身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安全、管理、贸易、伦理、
法律、专利、消费者等问题。而从媒体视角对此进行

初步探讨,仅见国内学者李敏对中国一种主流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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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人民日报》一个较短时段(1995-2006)进行

了首次尝试性的案例研究,对国外媒体的报道只进

行了一些介绍和点评。大范围、较长时段、多种媒体

的国内外比较研究还很少,比如对中国与发达国家

(如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中国与

发展中国家(如阿根廷、巴西、菲律宾、印度、南非等)
的研究,对中外多种媒体如广播、电视、报纸和互联

网的比较研究,以及从转基因技术诞生之初到目前

较长时段的比较研究等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不

管怎样,对媒体窗口中的科学研究、媒体活动和公众

关注点变化过程进行跨时间、跨地域、跨文化的比

较,总会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俗话说“它山

之石,可以攻玉”,这种比较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会

对政府和企业政策的制定有很大的帮助。

3.关于公众或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或食品的认

知和态度的社会调查研究较多,但与媒体数据分析

结合起来研究较少

虽然公众或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或食品的认知

和态度这一问题引起关注的时间并不长,但已经有

很多国家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研究,取得

了丰富的调查数据。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对该问题

关注较早,取得成果较多,如美国、欧洲和日本;对

发展中国家消费者态度的研究报道也不断增加,如
菲律宾、南非和中国[12]。研究者越来越能够将各种

调查数据进行跨国比较,这些数据涉及对科学的知

识、态度和兴趣以及媒体对科学的关注模式等。
但单单依赖调查数据还远不足以了解科学家、

媒体和公众对科学的态度和兴趣,我们需要语境信

息才能对它们作出符合实际的解释。正是大众传媒

传播了那些关于起源“(大爆炸、基因)、大挑战(战争

或者癌症)、英雄(爱因斯坦)以及轴心转移(基因革

命)的现代社会,它们填满了人们对科学的想象、看
法和态度。”[11]这个领域的研究者需要对大众传媒

作出同步的系统的分析。因此,对媒体的科学报道

进行分析是必要的,它不仅可以解释实证调查数据

所揭示的人群之间的共性和差异;还可以研究大众

传媒科学报道模式、科学与公众的关系、科学在公众

中的形象等在长时段中的演变过程。
但综观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表现

出实证调查研究较多,而与媒体数据分析结合起来

研究较少。我们知道社会调查是一种静态的研究,
反映的是当下的状况,而媒体分析则可以对态度进

行连续的历史研究。媒体指标对于公众理解科学的

调查来说有两个优点:“第一,连续的时间数据是非

常难得的。其次,时过境迁,当时没有做过调查以后

再也不可能建构出来,但是那个时刻的媒体数据就

在档案里等你挖掘。”[11]而且,国外学者的一些研究

表明,以媒体数据作为社会调查数据的补充,不仅可

行,而且成本较低。因此,对公众或消费者对转基因

技术或食品的认知和态度仅仅做实证调查还远远不

够,如果把社会调查与媒体数据分析结合起来,就能

对公众或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和食品的态度进行长

时段的历史分析和大范围内的实证调查,获得不同

时期反映公众或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真实认知状

况的可靠数据和有参考价值的结论性意见,对政府

和企业制定相应的政策,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和实践价值。

  三、对未来我国关于科学家、媒体、公
众与转基因技术关系研究的几点建议

  1.加强对转基因技术媒体报道的长时段、大范

围的系统研究

在从传媒的视角研究转基因技术发展演变历史

方面,局部研究、个别研究多一点,比如针对美国或

英国的某个媒体如《纽约时报》或《泰晤士报》的研

究;或者一个较短时段的研究,如对欧洲1996-
2000年间关于生物技术争议的研究。对各国主流

报纸研究多一些,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泰晤

士报》和《每日电讯报》等,而对电视、电台、网络以及

非主流报纸研究较少。针对转基因技术从20世纪

70年代初诞生、80至90年代中期蓬勃发展、90年

代末至2000年初期间遭遇曲折等整个发展历程,各
类媒体科学报道的模式变化,科学与公众关系的变

化,公众关注点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等缺乏全面系

统的研究。

2.重视中外媒体比较研究

基于传媒的视角对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史进行比

较研究,具有学术和现实的双重价值与意义,当前应

当重视这方面的比较研究工作。一是重视对中国与

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

媒体的比较研究,他们的科学传播模式的经验和教

训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和借鉴。二是也要重视对中

国与发展中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印度、菲律宾等国

传媒的比较研究,由于这些国家社会发展阶段相似,
转基因技术发展水平相当,在尊重各国文化和价值

观的基础上,可以相互加强交流与合作,互相取长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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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这必将有助于丰富和深化转基因技术的传播问

题研究。

3.加强实证调查与媒体分析相结合的研究

将历史研究与现实调查分析相结合,既利用国

内外相关媒体数据资料对公众关于转基因技术或食

品的态度进行历史过程和变化因素的研究,也立足

现实问题,对目前国内公众对转基因的态度进行多

途径的实证调研。通过历史和现实的研究数据和分

析结果,结合对转基因食品属性的分析及其效用评

估、安全评估等,从技术、制度、文化等层面分析过去

和当下公众对转基因技术或食品态度形成的原因,
有针对性地提出转基因技术或食品发展的对策建

议,从而促进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和转基因食品的

普及。
总之,我们要从各个方面加强和深化对科学家、

媒体、公众与转基因技术关系的传媒视角研究,对及

早规避科学技术在应用过程中有可能引发的社会冲

突,对正确处理科学家与公众的关系以及促进我国

转基因技术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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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iscussionontheRelationshipofScientistsandtheMediaandthe
PublicandGeneticallyModifiedTechnologyandGMFoodsfromtheMedia’sAngle

JIANGPing
(CollegeofHumanities,NanjingAgricultural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0095)

Abstract Inrecentyearsoverseasscholarshavestudiedsomeissuesfromthemedia’sanglesuchas
theattitudesofthepublicandmediaintransgenictechnology,therelationsofmediaandpublic,themod-
elofsciencecommunicationandobtainedsomevaluableconclusions.Buttheresearchofdomesticacade-
miesonthisissueisstilllacking.Theauthorthinksfutureresearchneedstrengtheninthefollowingsev-
eralaspects:systemicalresearchonthepressofGMtechnology/GMfoods;comparativeresearchfrom
theangleofthemediaathomeandabroadandcombiningpositiveinvestigationwithmediaanalysis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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