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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属性议程设置研究进展述评

陈强

摘要

属性议程设置理论自加世纪90 年代被提出以来 , 发展至今已走过十五个年头 "通过梳理西方

在属性议程设置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发现 , 在属性议程设置理论发展的早期阶段 , 属性议程设置

的定位问题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 在属性议程设置效果影响因素研究中对传统议程设置的相关理

论有所借鉴; 内容分析法与舆论调查相结合和实验法是主要研究方法; 新媒体环境下属性议程设

置功能的有效发挥鲜有关注; 属性议程设置研究在中国的相对滞后值得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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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设置理论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李普曼1922年的虚拟环境概念 , 在他看来, 外部世

界和头脑中的图像有本质的不同, 个体行动的依据往往是自己制作的或者别人给他的图像 ,

而不是直接而确凿的知识 "媒体扮演着协调外部世界与个体内部观点 !意见和想法的角色

(K ensick i, 20 00) "以上观点是麦库姆斯和肖1968年在北卡罗来纳州查拍希尔研究犹豫不决选

民的议题议程与媒介报道的公共议程之间关系的重要理论基础 "查拍希尔研究被视为议程设置

理论的起源, /议程设置 0词汇的提出是其最突出的贡献, 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数以百计同类研

究项目的验证 (麦库姆斯,2010:3) "议程设置理论发展初期阶段关注重点是大众媒介对议题显

要性的影响, 即客体显要性由煤介议程转移至公众议程的过程和结果, 通常被称为传统议程设

置或第一层面议程设置 "麦库姆斯和埃斯特拉达19 97 年的研究拓宽并修改科恩的观点, 指出新

闻媒介在告诉我们想什么和怎么想两个层面都是成功的 (高宪春,201 1) , /告诉人们想什么0体

现客体显要性的转移, 即传统议程设置或者第一层面议程设置, /告诉人们怎么想 0是第二层面

议程设置或属性议程设置的通俗表达 "属性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为深入研究大众媒介的影响

提供新视野, 在此基础上国外学者展开大量研究 (K iousis, M itrook , w u & selt zer,2006 ,

M CCom bs, 1997;W 亡aver,1991;K im & Scheu允le,2002) , 而国内相关研究严重不足, 截至2012

年胡 19 日, 以 /属性议程0为关键词在CN K I数据库检索仅获得相关文章8篇"为此 , 有必要梳理

和评析国外学者在属性议程设置研究方面的成果以供学界参考和借鉴 "

一 !属性议程设皿 : 概念与争议

属性议程设置关注议题的特定属性及其影响公众舆论的过程, 与第一层面议程设置不同的

是, 属性议程设置的焦点在于属性显要性如何由媒介议程向公众议程转移, 在议程设置理论的演

化过程中居于第三阶段, 是对关注客体显要性转移的第一阶段和关注强化或降低议程设置效果

偶发条件的第二阶段的重要扩展 (麦库姆斯,2010 :98 ) "属性议程设置最基础的应用领域是政治

候选人图像的构建 "媒介对于候选人特定属性如可信度的报道越多, 作为候选人属性的可信度

在公众脑海中留下印象的可能性越大 (K iousis, M it ro ok , Wu & Selt zer,2006) "

作为概念的属性议程设置在西方学界认同性的困扰在于属性议程设置与框架效果的概念

相似性 "框架是选择知觉现实的某个方面并使其在传播环境下更加突显, 如提倡独特的问题定

义, 一般性解释, 道德评价和行为建议等 (Ent m an , 19 93 ) "框架效果探索媒介报道议题甚至提

供解释框架以及煤介框架如何影响公众对事件的认知和解释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指出两

者的研究对象基本一致, 都是媒介如何为公众定义事件和议题 (K os ic ki , 1993) "麦库姆斯和肖

(2 004) 则强调属性议程设置是对传统议程设置概念的拓展而不是框架效果的模仿"属性议程设

置重视媒介在塑造人们心中客体图画方面具有的能力, 框架则侧重图像的主导角度, 这些主导角

度不仅暗示我们什么是相关的以及什么不是, 而且主动地针对所描述的事项提供对问题的某种

界定 !因果解释 !道德评估和行为建议 (麦库姆斯,2010 :107) "

属性议程设置与框架效果的关系应该置于议程设置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 "从内涵

上看, 传统议程设置没有超越认知范畴, 关注人们想什么而忽视人们怎么想 "框架效果理论则涵

盖认知维度 !情感维度和行为维度 , 框架效果的心理学解释便是媒介描述的政治议题能激发记

忆的某种建构模式并增加公众按照此种模式解释和评价议题的可能性 (Ent m an , 1993) "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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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并不总是停留在认知维度, 结合媒介启动理论, 议程设置理论指出媒介强调的议题有可能

成为公众政治评价的标淮 (Iye ngar & K in de r,201 0:80 ) "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公众关于纽约

本地发展计划这一客体各种属性的意见影响公众对计划的支持和反对程度, 属性启动的概念得

以提出 (K im & Sc he ufe le,2002) , 媒介启动理论同样适用于属性议程设置研究的开展, 关注人

们如何想的属性议程设置已经超越传统议程设置侧重的认知范畴, 态度层面也成为其研究的重

点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属性议程设置和框架效果理论是解释同一现象的彼此可替代的方

法, 两者在相互竞争中发展 "属性议程设置理论的优势在于适用于定量分析的标准性操作化定

义的发展, 包括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 (Ta kes hita,2006 ) "

二 !作为属性议程设置起点的客体属性

议程上的每个客体都有无数的属性 , 它们充实每个客体的特点和特性, 与客体显要性类

似的是 , 不同客体的属性显要性具有差异性 "属性作为总体称呼, 包括每个客体所具有的全

部特性与特征 (麦库姆斯 ,2010:83 ) "客体属性的维度具有多样性, 实质性属性和情感性属性

是较为重要的维度 "实质性属性是指新闻具有的从认知上帮助公众构建新闻和辨别不同主

题的特性 , 包括特征 !意识形态 !候选人的健康状况 !与经济议题有关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等

(M cC0m bs ,19 95 ) "麦库姆斯等人(2000) 的早期研究把候选人图像的实质性层面划分为五大

类:议题立场和政治意识形态 !履历资料!可知觉的资格!个性和诚信 "Ta n 和 We ave r (20ro )

通过文献梳理也发现属性议程设置研究过程中最受重视的客体是公共议题和候选人 , 候选人

对于问题所持的立场和政治意识形态 !资历和履历资料!个性特征 !可感知的资格和判断!诚信

等是经常被检验的客体属性 "因此, 就候选人来说, 意识形态 !个性和资格是实质性属性的重

要组成部分 (M eComb s, Llam as , Lope于Esc ob ar & 既y ,1997) "全球变暖l.ed 题的属性至少

包括物种危机 !增加洪水爆发的可能性 !对工商业的影响 !对能源系统的影响 !国际和地方矛盾

(G . Lee ,201 0) "情感性属性是指新闻报道引起受众情绪反应的方面, 探讨公众对实质性属性

所持的态度是正面 !中立亦或是负面"如媒介对议题的正面报道减少公众对议题的知觉显要性

(S ch oen ba ch & Se m et ko ,19 92 ) , 媒介对经济议题的负面报道增加经济议题在公众议程中的

知觉显要性 (She afe r,2007) "

媒介和公众对特定属性的关注使其在客体的众多属性中得到突显即属性显要性 "当媒体

给予议题某一属性更多的关注度时, 公众在决定是否支持该议题时也将参考同一属性 , K im 等

人(2002) 将其称为 /属性启动 0"特定议题的属性显要性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同, 经济议题的

显要属性在不同时间段呈现不同的特点, 既可能是通货膨胀也可能是失业或预算赤字 (麦库姆

斯 ,201 0: 91 ) "可感知的重要性常被用来测量属性显要性 "受到反应延迟的影响 , 感知到的议题

重要性和议题实际显要性有显著差异, 原因在于被试回答既定问题的时间越长, 信息在被试者记

忆中的显要性或可得性就更小 (N eis on , C la w son & O xle y ,1997) "反应延迟造成的影响经常

被研究者归于随机性误差, 精心制作的技术如专门配备的电话访谈设备是降低影响的可行方法

之尸 "事实上, 测量属性显要性方法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的提高将促进属性议程设置研究的发展,

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K im , H an , ehoi & ksm ,2012) "



传播学研究 国际新闻界2013 .06

三 !属性议程设且效果的影响因素

议题性质是影响属性议程设置效果的重要因素 "议题显耀性的程度与个体接触议题和通

过亲身体验积累有关议题经验的可能性呈正相关 "议题越显眼, 个体接触议题的可能性也就越

大, 个体通过亲身体验积累有关议题的经验也就越多, 在这种情况下, 该议题煤介对公众舆论的

议程设置的潜在效果也就减弱 (Zuc k , 19 78 ) "与抽象议题相比, 具体议题的媒介议程设置效果

更明显 (Ya gade & D oz ier , 19 90) "受公众注意力资源的限制, 那些突显在公众视野较长时间的

议题给以煤介议程设置的机会更少 (D ow ns , 19 72 ) "与突发事件相关的议题或者具有争议性的

议题容易获得媒介的注意并影响公众舆论 (W anta & H u , 1993) "具体来说, 通货膨胀是典型

的显耀性议题, 公众可以直接感受通货膨胀的恶化程度, 公众对通货膨胀议题的关心程度取决

于通货膨胀的比率"在环境议题方面, 由于公众每天经历环境问题的可能性较小, 媒体通过可以

突显某个环境问议题进而提高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 而且突发性的环境事件能够大幅度提

升媒介议程设置的效果 "财政赤字问题兼具显要性低和抽象性的特点, 其突显性取决于政策决

策者"政策决策者对赤字问题的强调引起媒介的报道和关注进而提高公众对议题的关注度"因

此 ,议程设置的效果与议题性质密切相关, 与环境议题和赤字议题相比, 在通货膨胀议题上, 媒

体对公众的影响要小得多 (Sor oka ,2002) "与候选人属性有关的负面信息更容易由媒介议程转

移为公众议程, 学界将其概括为负面偏见即人们倾向对负面刺激作出更强烈的态度和行为反应

(W u & COle m an , 2009) "

公众个体状况如导向需求 !教育水平 !事件参与度等对媒介属性议程设置效果也有

影响 "导向需求最早由麦库姆斯引入到议程设置研究 , 即个体通过媒介搜寻信息的趋势

(M at the s,20 08 ) "具有高导向需求的个体通过媒介搜寻信息的积极性越高 , 媒介议程设置的

效果也越高"关联性和不确定性是测量导向需求的两个次级概念"当讨论的议题与个体密切相

关且公众缺乏议题信息时, 个体具有较高的导向需求, 容易被媒体影响 (W eave r, 1980) "高导向

需求能够促进媒介第一层面议程设置功能, 尽管属性议程设置也会发生, 但是高导向需求对可知

觉的情感性属性显要性没有影响 "换句话说, 导向需求能够解释个体借助媒体寻找信息的数量

而不能解释个体寻找何种性质的信息"个体阅读的信息越多并不意味着个体阅读正面的信息越

多, 也即当个体导向需求高时, 所有可能的议题属性的知觉显要性都得到增加 , 而不仅是特定议

题属性的显要性增加 (M at the s,2008) "教育水平对媒介议程设置效果的影响具有争议性 "接受

更多正规教育公民的回答更加密切地反映媒介议程, 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则指出受教育水平高未

能增加个体对新闻倾向的抵制力 (麦库姆斯,2010 :47) "事件参与度与属性议程设置效果关系的

研究主要来自学者Ta kes hita (1998 )的研究, 他以选举主题的参与度和是否对选举主题持有固

定态度为维度将公众划分为四类 , 具有高参与度和固定态度的个体对于客体及属性的优缺点有

明确的定义并根据其固有倾向选择性接受媒介的观点, 而那些具有高参与度且态度尚未固定的

公众更容易受到属性议程设置的影响"

四 !属性议程设盆的测最与研究方法

盖洛普民意调查中询问美国公众 /国家今天面临的最重要问题 0的方式成为议题显要性早

期调查的方法论基础, 开放式问题和等级量表是客体及属性显要性测量过程中使用较为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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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其中议题属性的重复性测量和无反应反向测量方法值得关注 (麦库姆斯,2010 :% 一97) "

重复性测量体现在美国中西部人工湖开发项目上使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测量环境议题属性的显要

性, 并最终得到相似的属性议程设置效果 (Cohe n ,1975 ) "无反应反向测量表现为如果对候选人

没有观点的公众越少, 候选人在公众中的显要性就越高 (K ious is ,2000) "在具体测量过程中, 引

用偏见作为新闻内容的重要属性可以应用到不同的客体 "新闻记者和编辑对于不同议题和候选

人的政治导向直接决定新闻描述时持有的意识形态, 与保守倾向的煤体相比, 自由派的媒体更

倾向引用自由派思想库和政策群体的观点, 引用偏见由此产生 (Ta n & W 亡ave r,2010) "由于思

想库和政策群体的引用关系不能体现新闻内容的中心思想和主题, 引用偏见不是媒介框架而是

微观层面的属性 (Ta n& 矶飞ave r,2010) "

当前西方学者在属性议程设置研究过程中采用的方法主要有: (l) 内容分析法与公众舆论

调查相结么 M atthes(2008 )以失业问题为切入点, 通过利用公众电话调查以及对电视和报纸报

道内容分析得到的数据测量导向需求与传统议程设置和属性议程设置的关系, 研究发现导向需

求能促进媒介传统议程设置功能的发挥而对情感性属性议程设置没有影响 "内容分析与舆论调

查相结合的方法同样获得其他学者的偏爱, 包括Son 和We ave r( 2006) , W u和C0le m an( 2009) ,

B alm as和She afe ry(2010) , M oon(2012) , K im ,H an ,Cho i和K im (2012)等"(2) 实验法"与前者

相比, 实验法的优势在于判断参与者确定属性时是否阅读了那些被假定为影响议程的新闻故事

(R ill& Davis ,2008) "运用实验法研究属性议程设置的代表性学者有K iousis,Baflt im aroudis

和 Ban(1999) , R lll和D avi s(2008)等 "

属性议程设置的多数研究主要基于单一的观察即横断面分析, 反映的仅仅是某个时间点或

较短时间区间内属性议程设置的效果 (Bal m as & Shea fe ry ,2010) "属性议程设置对公众态度和

舆论作用效果的一般性结论有赖于时间序列分析的引入 (Kl ein nle nhu is , va n H oof , o egem a

& de R id由r,2007) "Balm as和s址afe ry(2010)关于以色列大选中候选人图像的研究中时间序

列分析方法的采用是较好的尝试 "作者选取三个不同的时间点对2006 年以色列大选中的选民进

行电话调查, 为比较候选人属性不同时间点的变化程度打下基础 , 研究表明选举过程中公众舆

论的波动与媒体强调的候选人属性显要性保持一致 "

五 !讨论与研究展望

属性议程设置理论自20 世纪90 年代被提出以来, 发展至今已走过十五个年头, 国外学者以

选举政治为切入点, 在借鉴传统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经验和方法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属性议程设置

理论的相关研究"通过梳理西方在属性议程设置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发现: (l) 在属性议程设

置理论发展的早期阶段, 由于该理论与框架效果理论研究对象的相似性, 定位问题成为学界争

论的焦点, 从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脉络看两者可以视作研究相同对象的不同路径, 属性议程设

置的优势在于能够利用比较成熟的测量量表和测量方法; (2) 在效果影响因素方面, 已有研究

主要参考的是传统议程设置理论研究过程中发现的影响因素, 检验它们在属性议程设置中的有

效性仍是属性议程设置研究的重心; (3) 属性议程设置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内容分析法与舆论调

查相结合和实验法, 前者受到研究者的偏爱; (4)西方学者对新媒体环境下属性议程设置功能的

有效发挥鲜有关注 , 虽然新媒体环境下第一层面议程设置功能是否有效以及媒介间议程设置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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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方面的研究已有不少 (蒋忠波,邓若伊,2010 ) ; (5) 相对于属性议程设置, 国内学者在框架效果

理论方面有大量的积累, 截至2012年6月19 日, 仅以 /框架分析 0为主题在CN K I数据库搜索便得

到新闻与传媒方面的论文209 篇, 远远超过属性议程设置的8篇, 属性议程设置研究在中国的相

对滞后值得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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