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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介推动下公共关系理论范式的创新

陈 先 红

(华中科技大学 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 1980年代的新媒体时期 ,是公共关系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其标志是 “关系管

理学派 ”成为当前主流的公共关系理论典范 ,其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从认识论来看 ,新

媒体建构的 “熟悉的陌生人全球社区”,使建立社会信任关系成为公共关系的主要目标;从本体论

来看 ,公共关系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从传播转向关系 ,传播 、关系和管理三个核心概念的地位作用

发生变化;从方法论角度看 ,公共关系理论建构从策略方法转向伦理方法;从价值论角度看 ,公共关

系理论范式从降低成本范式转向增加收入范式 ,公共关系成为一种与物质资本 、人力资本同样重要

的社会资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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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代的新媒体时期 ,是公共关系理论创新

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这一时期 ,一个新的词汇 “Pub-

lic Re lationsh ip”取代 “Public Re lations”进入公共关

系学者的研究视野 , 人们开始发出这样的追问:“个

体从哪里结束 ,关系从哪里开始 ”、“把关系还给公

共关系 ”、“关系应该成为公共关系理论研究的焦点

领域”。在此之前 ,传统公共关系理论如管理学派 、

语艺(修辞)学派和整合营销学派都忽视 “关系 ”的

核心概念作用 ,始终是以传播为中心 ,将研究重点放

在 public,即对公众的传播策略的制定 ,传播效果的

评估上 。在此之后 ,研究重点开始从 “传播 ”转向

“关系(rela tionsh ip)”,即开始研究如何建立 、维持和

提高组织———公众关系的质量 ,关系观点的倡导者

玛丽 佛格森指出 , “以关系为研究单位的组织公

众关系为范式的集中提供最多的机会 ,它将会加速

公共关系领域的理论发展 ”,关系观点的推动者莱

丁汉姆指出 ,关系管理观点是一种 “在众多的观点

中 ,能够孕育出一个新的关于公共关系形式和功能

的有吸引力的观点之一 ”,另一公共关系学者艾林

也认为 ,关系管理观点的出现标志着公共关系开始

从对民意的操纵转向关系的建立 ,这是公共关系根

本使命的重大变化 。

追根溯源 ,公共关系理论创新与传播技术的革

新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 “理论和实践总是相互影响

相互提高的”(小约翰语 ),新媒体的出现极大地改

变了公共关系运行的生态环境 ,改变了公共关系从

业者传递信息 、与关键公众互动 、处理危机 、管理议

题等等的传播方式 ,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共关系理

论的哲学基础 ,下面本文就从传播学者史密斯所说

的构成理论典范的四个哲学维度 ———认识论 、本体

论 、方法论和价值论 ,来探讨新媒介环境下公共关系

理论范式的创新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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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认识论角度看 ,新媒体建构了一个 “熟悉的陌

生人全球社区”,网络传播开始从以信息为主的数量

传播时代 ,转向以关系为主的质量传播时代 ,网络传

播的实质是对话性的关系传播 ,而非技术性的信息传

播 ,建立社会信任关系成为公共关系的主要目标。

关系传播理论的创立者雷格里 贝特森认为 ,

信息具有双重性质 ,每一个人际交流信息包含两层

内含:“报告 ”讯息和 “指令 ”讯息 ,报告讯息是指传

播的内容 ,指令讯息是指传播的关系 ,这两个要素也

被称之为 “内容讯息 ”和 “关系讯息 ”或 “传播 ”或

“元传播 ”,本文认为 ,如果说大众传播时代是一个

信息传播的时代 ,那么网络传播时代则是一个关系

传播时代或者叫元传播时代。虽然从表面上看 ,网

络传播是海量般的信息传播 ,其背后是冷冰冰的数

字和硬邦邦的技术 ,而究其实质 ,网络背后的关系价

值高于技术价值 ,也高于信息价值 , 原因在于:

在网络社会 ,人们处在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囚

徒困境当中:一方面 ,新型全球化社区通过传播传输

技术正在或者已经形成 ,一个跨国性组织可以像 18

世纪的英国农庄一样 ,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人们的关

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 、频繁和多样化 。另一

方面 ,整个社会可能变成一个 “熟悉的陌生人 ”社

区 ,技术可以超越空间 ,却不能够超越情感 ,技术可

以促进沟通 ,但并不能保证建立信任 ,由于语言 、文

化 、习俗等障碍 ,前所未有的社会混乱和文化破碎也

同时产生 ,社会关系以一种无法完全理解的方式发

生着急遽的变化 ,传统范式受到挑战并失去作用 ,而

新的价值观尚未填补这种空白 ,整个世界处于 “严

重的道德困惑和无政府状态 ”,人们生活在一个紧

密联系的陌生人的社会中 ,彼此合作却又互相猜忌 。

可以说 ,网络技术根本上改变了人际和社会关系的

质 、量 、度 ,削弱了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内在和谐

关系 ,关系频度虽然增加了 ,但关系信度降低了;关

系长度虽然延长了 ,但关系效度却减少了 ,当技术不

仅代替了人力 ,而且代替了知识 、技巧和责任范围的

时候 ,社会信任关系变成了一种对程序 、对机器的信

任 ,而不是对人与人关系的信任。

日裔社会学家弗朗西斯 福山指出 ,一个社会

性的经济组织的成长离不开社会信任关系的发展和

延伸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通过由社会文化所形

成的信任关系带来的。相对于社会发展中的物质资

源 、人力资源 ,社会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源 ,它是属于

一种价值道德要求 ,广泛存在与社会政治 、经济 、文

化的各个领域 ,并发挥着 “社会资本”的重要作用 。

因此 ,新媒体所带来的传播性质的变化直接推

动了公共关系理论界对既有理论范式和概念的反

思 ,公共关系理论创新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产生的。

二

从本体论角度看 ,公共关系理论研究的逻辑起

点从以传播为中心转向以关系为中心 ,传播 、关系和

管理三个核心概念的功能地位发生根本变化 。

公共关系学科领域在定义和描述公共关系上一

直存在分歧:到底是以传播为发展公共关系理论的

取景机制还是以关系为取景机制 公共关系理论到

底应该以关系为研究起点还是以传播为研究起点 

选择不同 ,所建立的公共关系理论范式也不同。

从历史上看 ,公共关系理论是以传播为中心发

展起来的 ,因为早期的公共关系人员都是记者出身 ,

公共关系实践也强调媒体关系 ,因此学者们在回答

“公共关系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这类元理论的

哲学问题时 ,是把新闻和大众传播作为这个领域的

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 ,比如 ,格鲁尼格和亨特 1984

年把公共关系定义为 “组织和公众之间的传播管

理” ,这个定义把公共关系等同于传播管理和组织

传播 ,格鲁尼格说:“我们交替使用公共关系 、传播

管理和组织传播这三个词汇 ,我们是故意这样做的 ,

尽管一些从业者不同意。” 他们把公共关系等同于

组织传播 ,把公共关系看作是被组织管理的传播 ,特

别是被组织的传播专家管理的传播。这种观点一直

是 20世纪居统治地位的公共关系理论 ,在这种观点

引导下 ,公共关系理论建构是围绕着传播手段 ,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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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来进行的。本文把由此形成的理论称之为 “传

播范式 ”的公共关系理论。

自 1984年佛格森提出 “关系应该成为公共关系

研究的核心 ”这一观点以后 ,关系观点被广泛接受 ,

公共关系被看作是对组织 ———公众关系的管理 。公

共关系的成功在于组织 ———公众关系的质量 ,公共

关系理论的核心是互惠互利的关系。格鲁尼格也开

始将研究兴趣转向关系范式 ,并把由组织和公众之

间互动的关系管理在这个领域观念化 。 “关系管

理 ”是指对一个组织及其内外环境之间的关系管

理 。莱丁汉姆把组织 ———环境关系定义为 “存在于

组织及其重要环境之间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 ,两者

的活动可以互相影响对方的经济 、社会 、文化或是政

治上的安定 ” 。这个定义承认了关系是公共关系的

核心。关系观点被运用于各种公共关系功能研究

中 ,比如议题管理 ,危机管理 ,社区关系 ,媒体关系 ,

政府———市民关系等 。

关系管理理论使得公共关系研究的核心从传播

转向关系 ,由此带来 “关系”, “传播”, “管理 ”三个核

心概念在公共关系理论体系中地位和功能的变化:

首先 ,就关系概念而言 ,一方面 ,关系观点能够

成为一种研究范式为各个层次的公共关系理论研究

提供支撑 ,它既能够为公共关系元理论提供一个合

理的能够被广泛认可的基本假设 ,又可以为公共关

系中层理论提供有利的理论支撑。一个有效的证明

就是关系管理的理论观点与格鲁尼格和亨特提出的

系统理论 、双向对称等主要概念是协调一致 、互相包

容的 ,由此解决了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对称预想等

元理论问题;同时 ,它也为莱丁汉姆和布鲁宁提出的

公众忠诚理论这样的中层理论提供理论基础。另一

方面 ,关系观点澄清了公共关系在组织结构中的功

能 ,由此为衡量和评估公共关系效果提供了一个框

架 。关系管理理论认为 ,公共关系的主要功能重点

集中在管理组织 ———公众关系以使组织和公众同时

获益。也就是说 ,公共关系的结果不仅有利于所服

务的组织 ,而且有利于组织所服务的公众和所在社

区和社会 ,因此 ,组织 ———公众关系的关系质量成为

评估公共关系效果的主要指标 。

其次 ,就传播概念而言 ,传播从公共关系的目的

变为实现组织 ———公众关系的一个战略工具 。传播

在关系管理中扮演着形成 、培育和维持组织 ———公

众关系的一个工具和手段 ,在这个框架中 ,传播的价

值取决于它对组织 ———公众关系质量的贡献大小 ,

也就是说 ,在现实社会中 ,公共关系活动的成功与失

败取决与组织 ———公众的关系质量 ,而不在与制造

的或是发布在公共媒体上的消息数量。这使得公共

关系的效果测量从传统的注重短期的传播效果 ,比

如测量发布在大众媒体上的信息或故事的传播质

量 ,转向注重长期的关系质量 。

最后 ,从管理概念来看 ,关系管理理论使得公共

关系的管理功能得到进一步明确和扩大 。关系视角

的出现 ,使得公共关系快速从传统上狭窄地聚焦信

息制造和传达转移出来 ,进入一个以目标为导向的 、

问题解决为目标的更宽阔的管理功能视野领域。将

管理概念视为关系管理过程的一部分 ,将公共关系

从技术驱动的战术努力提升到战略计划的核心地

位 ,由此使公共关系的管理角色更加名正言顺 ,并进

一步增加了公共关系专家跻身高层管理的机会。

总之 ,关系范式可以成为公共关系的一般理论 ,

为公共关系研究和实践提供一个纲领性的解释框

架 ,一方面 ,它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范式 ,为公共

关系教育提供了一个观点 ,也为从业者提供了一个

计算项目成本的一个以结果为导向的工具;同时使

得公共关系经理的工作更加具有管理性 ,比如目标

设置 、战略计划和评估等 。

三

从方法论角度看 ,公共关系理论的建构从策略

方法转向伦理方法 。

公共关系理论建构的出发点是建立在生态学的

“相互联系与相互关联”世界观基础上的 , 对这一世

界观的理解有两个方向:一是强调系统的道德价值 ,

正如哲学家埃博提出的 “系统的相互依赖与相互联

系具深远的道德意义 ”。二是强调系统的策略价

值。这两种价值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系统思维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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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能够引导公共关系学进入两个不同的方向 ,究

竟哪一个方向更适合公共关系学呢  这是公共关系

所面对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选择 , 这个选择将会影响

公共关系理论的自我理解力及其未来的命运。

本人在博士论文《基于关系生态管理的公共关

系理论研究》中 ,提出了一个公共关系理论建构模

型 。如图所示。

在该图的最高位是处于世界观地位的生态思

维 ,生态思维所提倡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关联理念是

公共关系理论应遵循的指导原则。在这一世界观指

导下 ,公共关系学者可以采取两种生态方法建构公

共关系理论 ,他们是策略方法和道德方法 。

在图的最左侧 ,是纯粹以传播为中心的劝服操

纵型公共关系 ,早期的公共关系实践都是此列 ,我把

他们称之为理性主义的策略型公共关系 ,其特征就

是以传播为中心 ,以劝服为手段 ,最终达成利己单赢

关系状态 ,关系只是一种被利用的工具 ,其代表观点

为米勒的 “劝服说 ”。

在图的最右侧 ,是纯粹以关系为中心的社区型

公共关系 ,这是一种最新观点 ,我把它称之为社群主

义的伦理型公共关系 ,其特征是以 “建立社区感 ”为

己任 ,通过积极主动承担社区责任来减少社会冲突 ,

提升社会关系 。它强调关系质量和承诺;强调社会

认同感 ,强调核心价值和信仰的重要性;强调权力和

责任的平衡 ,市民知情权。其代表观点为克鲁克伯

格和斯达克的 “社区感假设 ”和罗伊  利普 (Roy

Leepe r)的 “社群主义假设 ” 。

在该图中间的上方 ,是以传播核心的双向对称

公共关系 ,在双向对称模型中 ,组织———环境关系主

要是一种研究背景 ,作为传播的外部变量或者干扰

变量出现的 ,在这种情况下 ,传播既是目的也是手

段 ,既是伦理的也是策略的。格鲁尼格把它称之为

理想主义的伦理型公共关系 ,该模型奠定了公共关

系的世界观基础。同时也受到广泛争议和攻击 ,其

代表观点是格鲁尼格的 “传播管理说”。

在该图中间的中部 ,是调整———适应模型 ,此模

型强调了传播与关系的相关性 ,在组织 ———环境关

系的适应与协调中 ,传播的协调作用改善了组织对

关系变化的适应性 。该模型仍然是以传播策略为重

点 ,组织———环境关系为调节变量的。其代表观点

是卡特利普 、布鲁姆的关系管理说 。

在该图中间的底部 ,或者说整个区域的底部 ,是

文化生态模型 。该模型以关系为中心 ,把原来处于

背景地位的组织 ———环境关系纳入到一个由组

织———公众———环境构成的复合关系生态中 ,从组

织的社会文化角色出发 ,通过对话和研究 ,达到伦理

和谐的关系生态。其代表观点是本人提出的 “关系

生态说”。

无论是策略型公共关系还是伦理型公共关系理

论所建构的都属于微观公共关系学的理论范畴。这

些理论在公共关系主体的目标达成和目标选择等方

面具有一定解释力和预测力 ,但它们在建构公共关

系理论体系 、体现公共关系整体价值追求和关怀方

面显得力不从心。其主要原因是宏观公共关系理论

的缺位 ,本人提出的 “关系生态管理”试图建构一个

宏观公共关系理论体系 。 “关系生态说 ”紧紧围绕

“公共关系是组织 ———公众———环境系统的关系生

态管理”这一中心观点 ,力图建立一门以关系为逻

辑起点 , 以和谐理性为基本假设 , 以组织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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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环境关系为基本概念 ,以系统论的道德取向

为研究方法 ,以生态学为元理论基础 、人际传播和社

会资本理论为理论依据 ,以社会文化系统的组织扮

演社会好公民为主体定位 ,以对话和研究为传播模

式 ,以多赢为价值追求 ,以关系资源网 、关系传播流

和关系生态位为三大范畴的公共关系理论体系 。

四

从价值论角度看 ,公共关系理论范式从降低成

本范式转向增加收入范式 ,公共关系成为一种与物

质资本 、人力资本同样重要的社会资本。

在过去的 20年里 ,公共关系对组织效果的贡献

方式成为公共关系研究的核心 ,例如 ,公共关系在新

千年的价值是公共关系杂志特刊上最新的主题 ,学

者们从批判的 ,管理的 ,修辞的 ,女性主义的和后现

代的观点等角度讨论公共关系的价值 。同样 ,西斯

在 2001年的新作《公共关系手册》中 , 用 “基础的转

移:作为关系建立的公共关系 ”作为标题 ,来总结公

共关系理论的研究现状 ,西斯认为 ,公共关系学者倾

向于采用降低成本范式 ,而从业者倾向于采用收入

增加范式 ,在网络时代 ,公共关系价值的基本原理 ,

开始从降低成本范式转向收入增加范式。

从概念上讲 ,公共关系通过建立与战略公众的

高质量的长期的关系 ,以及减少组织和公众之间的

冲突从而增加了组织效果。从实证上讲 ,来自对美

国 、加拿大 、英国的 300多个国家的 10年卓越公共

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公共关系对组织效果的贡献表

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 ,有助于建立稳定的 、高质

量的长期关系;第二 ,管理冲突 ,同时减少由于制度 、

压力和诉讼所带来的冲突成本。

“关系生态说”认为 ,关系生态管理的价值追求

就是:对期待有回报的社会关系进行投资 ,以此获得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一种特殊的资本形态 ,具有

不同于物质资本的一系列特征:生产性 、不完全替代

性 、部分公共物品性 、无形性 、个人特征依赖性 、受益

不确定性和不可转让性 。社会资本主要存在于人际

关系和社会结构中 ,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或集体行

动提供便利。社会资本是一种无形的集体财产 ,它

有利于增强组织的竞争优势 ,获得有利的市场地位 ,

其中关系网络的紧密性和信任程度是生产和维持集

团财产的主要工具 。而这种工具的使用者除了权利

联盟 ,主要是公共关系人员。

在一个组织的关系资源网中 ,某些成员之间没

有直接联系 ,只有公共关系人员同时与他们有联

系 ,有的是强关系 ,有的是弱关系 , 无论哪种关系 ,

公共关系人员都处于关系资源网的中心位置 ,占有

明显的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 ,这个中心位置 ,就是

博特所说的 “结构洞 ”。博特指出 ,开放的关系网

络比封闭网络具有更多的结构洞 ,占据结构洞的成

员可以得到更多的回报 ,或者说 ,开放的社会网络

比封闭的社会网络具有更多的社会资本 ,公共关系

人员在社会资本的生产 、维持和改变过程中 ,由于

其结构洞位置所传达的信息 ,影响力 ,社会信任和

身份认同 ,可以为组织带来巨大的经济效应和社会

效应 ,他们是组织社会资本的经营者和管理者 ,也

是具体的生产者 、携带者和使用者 ,这也正是公共

关系的价值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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