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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传播：一个新的学术领域

周    怿    张增一 *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传播学系，北京 100049）

近年来我国雾霾事件频发，国际社会应对

气候变化问题存在着诸多争议，引起了我国社

会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普遍关注。然而，作为与

提高人们环境保护意识密切相关的学术领域，

环境传播并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关注和重视。

本文从分析环境传播的概念出发，阐述环境传

播在美国产生的背景及其成为一个独立研究

领域的发展过程，并对当前环境传播研究的现

状进行评述。

1 环境传播的概念
环境传播的概念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

代末。1969 年，舍恩菲尔德（Clay Schoenfeld）

在《环境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环

境教育新在何处？”的论文，他把“环境教育”

定义为：“一种传播，旨在培养公民了解环境

[ 摘   要 ] 近年来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存在着诸多争议，学术界对环境议题也日益关注，形成环境传

播这一新的综合性交叉学术领域。本文首先梳理了环境传播的概念，其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环境传播产生

的背景及其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的发展过程，然后以《环境传播》杂志为研究对象对当前环境传播研

究的主要领域、理论与方法以及热点议题进行了评述，并对环境传播的学科性质和特征进行探讨，希望有

助于我国学术界重视和发展环境传播这一新的学术领域。

[ 关键词 ] 环境传播   环境新闻   科学传播

[ 中图分类号 ]   G2      [ 文献标识码 ]  A           [ DOI ] 10.19293/j.cnki.1673-8357.2017.01.005

与其相关问题，了解如何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并主动配合解决方案。”[1] 他首次把“环境”

与“传播”联系起来，使“环境传播”一词出

现在公众的视野。

实际上，在舍恩菲尔德界定“环境教育”

和提出“环境传播”的概念之前，环境新闻已

经有很长的历史，也导致一些学者和业界人士

从环境信息传递的角度来界定环境传播。这种

界定强调了环境传播的信息传递与意义分享，

突出媒介的“信息传播”功能。《华盛顿邮报》

记者盖瑞·格瑞（Gary Gary）指出：环境记者

让公众看到事实，让公众警醒环境问题，记者

的职责是将事实告知公众 [2]；梅杰斯（Colleen 

Majors）认为：环境新闻记者的任务是发掘事

实，将影响我们地球和我们生活的事实清晰地

表达出来传达给公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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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国 社 会 学 家 尼 可 拉 斯· 卢 曼（Niklas 

Luhman）在其经典著作《生态传播》（Ecological 

Communication）一书中从社会系统论的视角

界定了“环境传播”的概念，认为它是“旨在

改变社会传播结构与话语系统的任何一种有

关环境议题表达的传播实践与方式”[4]。他将

生态传播的本质视为一种行动，即“传播实践

与方式”，其结果则是作用于结构，即“改变

社会传播结构与话语系统”。

还有一些学者尝试从“文化研究”的视

角来重新审视环境传播。1998 年，美国环境

新闻记者、犹他州州立大学教授麦克·佛罗梅

（Michael Frome）认为环境新闻报道要“有目的，

要向公众提供坚实准确的数据，作为在有关环

境问题的决策过程中知情参与的基础……它

不仅仅是报道和写作的方式，而是一种生活方

式，一种看待世界和看待自己的方式”[5]。他

把文化意义的环境传播上升到公共服务与传

播民意的高度，坚信环境新闻不仅仅是提供一

般的新闻信息，而是提供让公众能够在知情的

基础上参与决策的生态环境信息。

关于环境传播的界定，最具影响的是罗

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在《环境传播与

公共领域》（1998）一书中提出的正式的和非

正式定义。其中，非正式的定义认为：“环境

传播是一种我们与环境沟通途径的研究，这种

传播同时影响环境和我们自己，因此影响到我

们与自然界的关系。”正式的定义认为：“环

境传播是一种相当务实且有创制力的媒介沟

通，帮助我们了解环境以及我们与自然世界间

的关系。环境传播是一种符号中介（symbolic 

medium）, 我们借助环境传播来建构环境问

题，并且居中协调社会对环境问题的不同反

应。”[6]20 在他看来：“环境传播是一套构建公

众对环境信息的接受与认知，以及揭示人与自

然之间内在关系的实用主义驱动模式（pragmatic 

vehicle） 和 建 构 主 义 驱 动 模 式（constitutive 

vehicle）。”[6]12 从实用主义的视角来说，环境

传播旨在探索种种涉及环境议题和公共辩论的

信息包装、传递、接受和反馈；从建构主义视

角来说，环境传播强调借助特定的叙述、话语

和修辞等表达方式，进一步表征或者建构环境

问题背后所涉及的政治命题、文化命题和哲学

命题 [7]。因此，罗伯特·考克斯认为，环境传

播不只是一种单向、线性的“信息传递”模式，

不是香农（Shannon）与韦弗（Weaver）所言的

“信息从一个传播者发送出信息给接受者”，

而是在传播过程中，产生更多的意义。

因此，环境传播不仅仅是一个传递环境信

息的线性过程，也是一个透过语言与符号生产

意义、建构人们对环境的认知与理解的过程。

同时，它也借助大众传媒在公共领域中引发人

们对环境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关注。       

 

2 环境传播兴起的背景
环境传播的兴起与环境新闻的发展紧密

相关，而环境新闻则源自大众媒介对现实环境

问题的关注和报道，具有较长的历史和实践

性。因此，要考察环境传播的兴起，必须了解

大众传播媒介关注环境问题的过程以及环境

新闻的发展。

美 国 环 境 记 者、 学 者 罗 纳 尔 德（Ann 

Ronald）认为，“环境新闻学”（environmental 

journalism）一词早在 1842 年就已出现，是环

境新闻记者的作品给读者田园牧歌式的想象，

意指一种人文关怀而非某种操作手段，近似今

日的自然资源保护的报道 [8]。

环境新闻始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美

国保育运动或资源保护运动（The Conservation 

Movement，1850—1920）。在美国的资源保护

运动中，媒体的系列环境报道，激发了受众的

环保意识并推动政府的环境决策 [2]10。刊登在

美国《大西洋月刊》1918 年 2 月号的环境新

闻特写《黑雾》，记者赫尔曼·斯切福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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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伦敦烟雾事件形象逼真的描述，最早揭

示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带给人类的一个严重灾

难——大气环境污染 [9]。

20 世纪 30 年代至 70 年代，环境新闻迅

速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世界八大公害事件”激发了公

众与媒体对于环境风险议题的强烈关注。集中

在 20 世纪 30—60 年代发生的世界八大公害事

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比利时，1930 年）、

伦敦烟雾事件（英国，1952 年）、四日市哮喘

事件（日本，1961 年）、米糠油事件（日本，

1968 年）、水俣病事件（日本，1956 年）、

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美国，1955 年）、多

诺拉事件（美国，1948 年）、骨痛病事件（日

本，1955—1972 年）。这些危害公共安全与

健康的环境污染事件，造成了人员的大量死亡

及后遗症，惨烈程度触目惊心。对这些公害事

件的真相探寻，激发了一些西方媒体报道环境

风险议题的兴趣。其中有《纽约晚邮报》、《森

林与溪流》、《麦可卢尔》、《美国人》、《星期六

文学评论》、《哈珀杂志》、《星期六晚邮报》、《新

闻哨兵》等报刊，布莱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和惠特曼（Walt Whitman）等记者则

在环境新闻的崛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0]。

第二，环保著作的出版发行，引导着社

会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深度思索。美国生态学

家、环境保护主义者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949 年出版的《沙乡年鉴》从哲学、

伦理学、美学以及文化传统的角度阐述了人与

自然应该具备的关系。 弗里曼·蒂尔登（Freeman 

Tilden）1957 年出版了《解说我们的遗产》，

从人性共同点出发，展现了对自然与人文的深

层关怀。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

（Rachel Carson）1962 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

（Silent Spring）。该书全面考察了杀虫剂 DDT

对于昆虫、植物、地表水与地下水、鸟类、河流、

森林等大地自然物的伤害。这部著作引发了广

泛的争论，并直接推动美国政府重视环境问题。

30 年后，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为该书再

版撰写的序言中指出，这本书的出版将环境问

题提上了国家议事日程。斯坦福大学生态学家

保罗·厄尔里奇（Paul Ehrlich）在 1968 年出版

的《人口炸弹》一书中写道：“环境恶化是因

为有太多的车、太多的工厂、过多的洗涤剂、

太多的农药，不断增加的飞机危机，污染处理

厂不足，水太少，过多的二氧化碳排放，究其

根本是因为有太多的人。”[11] 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1971 年出版的《封闭的循环》（The 

Closing Circle）则指出“环境污染不是在卧室产

生的，而是在企业会议室里产生的” [12]。

这些环保著作的出版与流行，直接推动

了新闻记者的观念更新，也使媒体越来越意识

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从 1969 年开始，《纽

约时报》、《时代周刊》、《星期六评论》和《国

家地理杂志》开始定期报道环境问题。

第三，联合国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促进了

环境报道的增加。1972 年，德内拉·梅多斯

等人出版了《增长的极限》一书，第一次向人

们展示了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无止境地追求

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恶化所带来的后果，就人

类对气候、水质、鱼类、森林和其他濒危资源

的破坏敲响了警钟。同年，芭芭拉·沃德和勒

内·杜博斯的《只有一个地球》，虽然是为在

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提供

的一份非正式报告，但其中的许多观点被会议

采纳，并且写入大会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

因此，1972 年是人类环境保护历史上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一年，它标志着全人类对环境问题

的觉醒。1973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成立，指

导和协调各国政府间的环境行动，标志着国际

社会更加关注环境问题，促进了大众媒介对环

境报道的重视。据统计，1960 年，《纽约时报》

刊登的有关环境的文章不到 200 篇，到 1979

年增至 700 多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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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社会的环境行动，促进了环

境新闻的建制化发展。1983 年，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世界野生动植物保护基金会和英国中

部电视台共同设立欧洲“环境电视托拉斯”，

它拥有 60 家合作伙伴机构 [14]。1984 年，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英国国家

电视台联合成立了国际环境影视集团（TVE）。

随着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大众传播媒介内容的

重要组成部分，一些环境新闻组织应运而

生，如 1988 年成立了亚太环境新闻记者论坛

（APFEJ），1990 年成立了美国环境新闻记者

协会（SEJ），标志着环境新闻走向建制化发展。

1992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

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环境与发展宣言》

和《21 世纪议程》等纲领性文件，正式提出“可

持续发展”原则，标志着全球联合行动共同应

对环境问题。同年，科罗拉州大学漂石分校和

密歇根州立大学分别成立环境新闻中心，后者

还创办了半年刊《环境新闻学》（Environmental 

Journalism）杂志，标志着环境新闻学科确立。

1993 年，法国和德国记者发起组织了国

际环境新闻记者联盟（IFEJ），当时有来自 29

个国家的环境记者参加 [2]10。 如今，仅美国就有

几十所高校设立了环境新闻或环境传播专业。

3 环境传播研究的发展
环境传播是伴随着环境新闻实践和理论

探索发展起来的，早在“环境传播”一词出现

之前就有了相关研究，甚至与环境新闻学研究

交织在一起。

安德鲁·普利森特（Andrew Pleasant）等

人在 2001 年初对“环境（的）+ 传播”、“环境

（的）+ 媒介”、“环境（的）+ 修辞”、“环境

（的）+ 风险”等关键词进行组合并在 SSCI

A&HCI、传播学文摘（Communication Abstracts）

等数据库检索，得到论文 963 篇，分别发表

在 499 种期刊上，最早一篇论文发表在 1945

年。笔者对 1948—1998 年间发表的环境传播

论文进行统计，发现在 1970 年以前只有零星

的论文，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论文

数量也很少，从 80 年代末开始论文数量呈现

出迅速增加的趋势。（见图 1）

图 1  1948—1998 年环境传播论文分布情况

普利森特等人还发现，有 297 种期刊只发

表了 1 篇环境传播方面的论文，分别有 79 种

和 72 种期刊发表了 2 篇和 3 篇相关论文，发

表 10 篇及以上相关论文的期刊有 11 种，其中

发表最多的 6 种期刊是《风险分析》（48 篇）、

《国际危机与灾害杂志》（41 篇）、《传播学刊》

（17 篇）、《科学传播》（14 篇）、《澳大

利亚传播学杂志》（13 篇）和《环境与行为》（13

篇），综合性科技期刊《科学、技术与人类价值》

9 篇和《公众理解科学》8 篇。这表明，环境

传播虽然引起了多学科学者的关注，但还没有

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普利森特进一步对

环境传播论文的篇名、关键词和摘要的词频以

及作者进行了分析，结论是认为有必要创办一

个专门的环境传播杂志 [15]。 

考克斯在《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一书中

回顾了环境传播的发展，他认为环境传播的兴

起源于新闻传播学不同分支领域的许多学者运

用修辞批评方法分析关于荒漠、森林、耕地和

濒危物种问题上的争论以及环境组织的说辞。

与此同时，这些学者还把研究议题拓展到科

学、媒介和工业在威胁人类健康和环境质量中

所扮演的角色等。早期研究包括企业利用公共

关系和发行量大的杂志构建“环保”形象、三

里岛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对环境造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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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以及关于基因重组实验危险性的风险传

播，等等。后来，新闻传播学者开始系统地研

究媒介关于环境问题的报道对公众态度的影

响。事实上，由于环境媒介报道研究的迅速增

长，许多新闻与传播学者认为环境传播是一个

独立的子领域。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两年一度

的传播与环境会议吸引了许多学科的学者参

加，建立了一个新的环境传播网络（ECN）并

成立网站为研究者、教师、学生和实践者提供

在线资源 [6]6-7。

普利森特等人所揭示的 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环境传播研究的迅速发展，还与 20 世纪 90

年代一些资深的环境记者进入美国一些大学

的新闻学院参与创办环境新闻专业有密切的

关系。环境新闻专业的设立，需要建立系统的

课程体系。正如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密切关系一

样，环境新闻学的发展也需要环境传播学作为

支撑。1996 年，北亚利桑那大学传播学院环

境传播资源中心将环境传播定义为：“环境传

播可以被看做传受双方都参与并通过有效信

息传递、相互倾听与公众辩论来完成的交流过

程，我们认为这种传播是建立人们与环境（良

好）联系的基石，并以此为手段提高人们的

环境意识，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实践。”[16]

美国一些高校陆续开设环境研究的计划与课

程，包括研究环境新闻媒体、认识参与环境决

策的方法、环境修辞学的使用、风险传播、

环境冲突的解决、环境宣传活动、绿色营销、

自然在大众文化中的意象等 [6]5。

2002 年， 也 就 是 普 利 森 特 等 人 在 上 述

论文中呼吁创办专门的环境传播学术期刊的

同一年，《应用环境教育与传播》（Applie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创

刊。它是一本同行评议的季刊，介绍最新的环

境领域的发展，包括教育、传播、社会营销、

新闻、行为科学、可持续发展、风险传播、公

共关系和宣传、环境卫生传播、政府和企业公

众意识以及世界各地的环境运动，为从业者提

供经验和研究的具体建议，比较偏向应用。

从 2004 年到 2006 年，全美传播学会环境

传播分会连续三年出版了《环境传播年刊》。

《环境传播》于 2007 年创办（该刊后来成为

国际环境传播学会的官方出版物），致力于出

版世界范围内与环境有关的研究理论、实践和

传播过程的学术成果，标志着环境传播成为一

个独立的学术新领域。

2011 年，学者和业界人士建立了国际环

境传播学会，协调全球范围内的学术和实践活

动。环境传播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欧洲、中国、

东南亚、印度和拉丁美洲也得到了重视和发

展。有学者以“环境新闻”（148 篇）、“环

境报道”（52 篇）、“环保传播”（23 篇）、

“环境传播”（9 篇）等为检索词在中国知

网进行搜索，得到 2000—2013 年国内环境传

播研究的论文 232 篇 [17]，说明我国的环境传播

研究已开始起步。

4 环境传播的主要领域、理论、方法和热
点议题 

环境传播的研究者主要来自新闻传播学、

环境科学、科学传播、科学技术与社会和环境

与公共政策等领域，环境传播主要以新闻传播

学和科学传播为依托，但它具有综合性交叉学

科的特征，关于它的主要研究领域、理论基础

和研究方法学者们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

考克斯在 2006 年出版的《环境传播与

公共领域》 一书中提出了七大环境环播领域：

(1) 环境修辞与话语研究；(2) 媒体与环境新闻

学；(3) 环境决策中的民主参与；(4) 提倡与

推广活动；(5) 环境合作与冲突解决；(6) 风

险传播；(7) 大众文化与绿色营销中的自然

表现 [6]。

我国学者刘涛选取了国际传播学界最有

影响力的数据库——“传播与大众媒介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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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 Mass Media Complete） 对

1938—2007 年 70 年间西方环境传播的研究文

献（共计 1041 篇）进行了内容分析，并借用

安德鲁·皮尔森特（Pleasant et al., 2002）的“关

键词建构理论”研究了这些文献的主题，统计

出这一研究领域中运用频率最高的 15 个关键

词（环境 / 生态、公众、环境问题、媒介、科技、

政治、健康、环境危机、文化、修辞、话语、

环保主义、激进主义、公共参与、环境公平），

然后以关键词为结点搭建环境传播研究领

域的网状框架，总结出来环境传播研究的九

大 领 域， 勾勒出环境传播研究的图景。这

九大领域包括：(1) 环境传播的话语与权力；(2)

环境传播的修辞与叙述；(3) 媒介与环境新闻；

(4) 环境政治与社会公平；(5) 社会动员与环境

话语营销；(6) 环境危机传播与管理；(7) 流行

文化中的环境表征；(8) 环境与国际政治外交

转型；(9) 环境哲学与生态批评 [7]。

关于环境传播研究中依赖的主要理论、采

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热点，本文以国际环境传

播学会的官方出版物《环境传播》2007—2014

年间发表的 221 篇论文为例进行了分析。在理

论方面，传播学、政治学、语言学、社会学以

及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成为环境传播研

究的主要理论基础。有 90 篇论文明确采用了

某一种理论，共涉及到 30 余种。其中，有 6

篇论文应用了两种理论，1 篇论文使用了三种

理论。学者较为常用的理论有：框架分析理论、

修辞理论、扎根理论、培养理论、社会建构论、

议程设置、创新与扩散理论等。

在研究方法方面，有 147 篇论文（占比

70.3%）使用了规范的研究方法。绝大多数论

文采用了一种研究方法，有 10 篇论文采用了

两种及以上的研究方法。其中，案例研究是学

者最常使用的方法，多达 66 篇论文分析的对

象涉及环境传播过程中的冲突性事件、环境宣

导活动、特殊的地域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等内

容。在某些案例研究中，学者们对相似案例进

行了比较分析。问卷调查、访谈以及焦点小组

方法也是学者们较多采用的研究方法，约有

29 篇论文使用了上述方法。此外，也有研究

者使用内容分析、话语分析、民族志、文本分

析、实验法、比较分析法、口述史、元分析以

及行动者网络理论等方法。

在研究热点方面，《环境传播》通过设

置特刊，反映该领域研究学者集中关注的问

题。从 2007 年创刊至 2014 年，该刊物以每年

一期的频率（2013 年特刊有两期）出版了 9 期，

共七十篇论文。《环境传播》特刊关注四类主

题：(1) 对环境传播学科基础性问题的关注。

在创刊号一期，所有论文皆围绕罗伯特·考克

斯的《自然的“危机学科”：环境传播是否应

该承担伦理责任》展开讨论。2008 年第 2 期

集中对“人、自然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进行探

讨，也是环境传播研究所无法绕开的哲学问

题。(2) 对环境传播领域的热点议题进行探讨

及反省。2009 年特刊以及 2014 年特刊均以气

候变化这一热点话题为主题，不同的是 2009

年特 刊 关 注 气 候 变 化 的 话 语 建 构 问 题，追

溯气候变化的产生、再现以及转化，从而揭示

话语建构、话语理解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

而 2014 年特刊则是对该话题的相关研究进行

经验教训的总结，寻找新的发展方向。(3) 对

“环境正义”问题的关注。所谓环境正义，是

指所有人都应该拥有享受清洁环境而不遭受

环境污染危害的权利。2010 至 2012 年连续三

年的特刊均以“环境正义”为主题，关注的

侧重点不同。其中， 2010 年第 3 期关注与食

品安全相关的环境安全与正义问题； 2011 年

第 2 期关注电影与新媒体空间的环境正义问

题； 2012 年第 3 期探讨国际背景下的环境正

义问题，受 2011 年 3 月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影响，

这一期特刊关注核风险议题下的环境正义、跨

文化传播、阶级地位等议题。(4) 关注交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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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技术发展对于环境认知的影响。随着交通

设施的发展以及媒介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可

以通过现实或者虚拟的旅行了解更多地方，即

人类活动的空间范围大大增加了。2013 年第

1 期特刊以传播的复杂性以及空间的象征性意

义为主题。2013 年第 2 期则关注环境视觉修

辞对于环境认知的影响。

另外，气候变化的议题是最大的研究热

点，每年都有相关文章出现，共计 47 篇，并

在 2009 年和 2014 年特刊上集中探讨。与食品

相关的文章也较为集中，共计 11 篇，其中有

一篇涉及转基因食品的争论。受 2011 年日本

海啸引发福岛核事故的影响，核风险也成为研

究的热点之一，有 9 篇文章涉及此议题。

5 结语
通过对环境传播兴起的背景、发展过程、

主要研究领域、理论、方法和热点议题的梳理

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环境传播研究历经

二十余年的发展，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综合性交

叉学术领域，它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环境传播是一个具有很强的现实

性和实践性的研究领域。环境传播研究的兴

起源自公众、政府和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

普遍关注，旨在探讨环境新闻、环境教育、环

境政策以及各类社会团体在开展环境活动中

提出的问题，为有效地开展环境传播提供理

论支撑。

第二，环境传播作为一个综合性的交叉学

科，不仅该领域的学者来自不同的学科，其学

科设置也呈现出多元性。在美国，一些著名的

新闻传播学院有的把环境传播作为传播学的

分支，有的把环境新闻作为新闻学的分支或研

究方向，但包含环境传播，也有一些大学将环

境传播与环境教育结合起来作为教育学的一

个分支学科或研究方向，还有一些学校将环境

传播与农业、环境或森林学科结合起来。此外，

还有一些院校更加突出环境传播的跨学科特

点，将其作为在科学传播或科学、技术与社会

的一个学科方向开设课程和培养研究生。

第三，环境传播研究存在着严重的地域

不平衡。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发达国家优势明

显，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对滞后。从《环境传播》

杂志 2007—2014 年发表的论文来看，在明确

涉及到以地域为研究对象的 112 篇论文中，有

83% 选择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以及其他欧洲

国家，其中美国占 65%，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

对象的论文不足 10%。从论文作者署名的国别

来看，在来自 21 个国家的 346 名作者中，美

国占 73.7%，欧洲和加拿大与澳大利亚合计占

24.5%，亚洲、非洲和南美洲之和仅占 1.8%。

因此，随着我国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国

际社会对气候变化、转基因与核风险等问题日

益关注，环境传播的学科建设和建制化发展刻

不容缓。只有加强本土化的环境传播问题研究

才能争取在国际学术领域的话语权，为我国在

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问题中发挥积极作

用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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