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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东方时空》94天播出收视纪录的分析，作者认为这个屡获殊荣的名牌栏目，仍然承载着社会对男女两性的传统规

范，是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观念的建构者和传播者。它对观察世界方式进行的倾向化处理、对被采访人的选择和嘉宾的邀请、对内容

的裁剪和去存，反映了一种性别的偏见。从《东方时空》这个窗口，可以使人了解到目前我国主流媒介对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的认知程

度。 

作者简介：寿沅君（1937-），女，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主要从事电视女性节目的制作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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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der Equality Awareness of the Mainstream Media as Seen from the “Oriental Horizon”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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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audience ratings in 94 days of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Oriental Horizon” 

program,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is brand-name program still carries the traditional social norms on men and 

women and remains the promoter of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men presiding over external affairs and women taking 

charge of internal affairs.” Its tendentious handling of the way of observing the world, its selection of persons 

interviewed, its invitation of honored guests, and its contents editing all reflect sexual prejudices. Through this 

program, people can gain an insight into our mainstream media’s understanding of the gender equality consciousness.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是从分析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播出的节目内容，看主流媒介的社会性别平等意识。之所以选择《东方时空》，是

基于这样的考虑： 

    首先，《东方时空》是央视的一个名牌栏目，它在中国电视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它集新闻性、社会性、知识性和服务性于

一体，率先在电视界实行经费承包制与制片人制，是中央电视台加大改革力度的一个窗口。这些举动，在央视内部乃至全国新闻界，

都引起了强烈震动，“东方时空模式”一时成为热门话题。[1] 

    其次，《东方时空》不仅有灵活的体制，而且，一批有社会名望、有事业追求的新闻从业人员，纷纷集纳于《东方时空》之下，

其中有全国党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韬奋新闻奖获得者、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十大杰出青年、金话筒奖获得者等

等。中央电视台再也找不出一个拥有这么多头衔的人、获得这么多荣誉的部门了。这些优秀分子都负有把握报道原则、栏目风格以及

节目质量的权力。 

    第三，自1995年第四次世妇会在北京召开以后，社会性别平等问题引起了更多中国人的关注。2001年12月，中国妇女研究会在京

组织召开了“大众传媒与妇女发展”研讨会，总结大众传媒在推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发展方面的成绩和经验，分析大众传媒中不利于妇

女发展的问题，提出改进和建议。但是，主流媒体的记者编辑与会的并不多，决策人更是少见。与会者发言中，涉及许多具有明显性

别歧视的例子，却大多来源于非主流媒体特别是小报小刊的版面上。因此，对一个主流媒体中的优秀栏目进行观照，将别有一番意

义。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完全建立在观看《东方时空》播出的基础上。观看的时间是2002年6月20日至2002年9月21日，一共3个月（94天）。 

    《东方时空》开播至今，已经8年。其间，在节目构成、播出顺序、主持人等等方面都有过若干次调整。94天中，除每个星期日

是另一种节目构成外，其余均由三个子栏目构成，按播出顺序，它们是：《时空连线》、《百姓故事》、《东方之子》。 

    节目播出的形态在一般情况下，由一位主持人总串，对下面的节目内容作一概括提要，节目结束后，再对节目内容加以简单提



炼，然后转入另一子栏目的节目。除《百姓故事》外，其余两个子栏目又各有自己的主持人。 

    三个子栏目的节目，有时一个主题分两次播出；有时集纳成一个系列分若干次播出；有时《时空连线》篇幅长，把另一个子栏目

的节目挤掉了；也有因为安排了特别节目，取消了原有的板块结构。因此，在94天的播出中，三个子栏目的数量不等的。 

    在量的计算上，《东方之子》最简单，每次访谈的对象就是一个。《百姓故事》如果是表现人物，主要人物也就是一个，但如果

是反映一个事件，当事人就不止一个了。《时空连线》由于内容趋向于社会新闻热点的深度报道，涉及面更广，但本文计量的仅限于

在多视窗中出现的、与主持人对谈的嘉宾。 

    三、研究发现与思考 

    下面用几个表格反映收视中的发现： 

表1  三个子栏目节目中男女性别分布状况 

 

表2  《时空连线》嘉宾身份（职务、职业）状况 

 

    注：“官员”包括党、政、军警干部，企业管理者、大使、国际组织官员（中国人）。“专家”包括学者、教授、大中学校长。

“其它”包括市民、工人、吸毒者、捐肾人、学生、华侨以及案件诉讼人等。 

表3  《百姓故事》主角的身份状况 

    注：“家庭角色”即奶奶、姥姥、妈妈、大姐等的统称。 

表4  《东方之子》嘉宾的身份状况 

 

    对《东方时空》3个月的收视中，没有发现直接表达的显而易见的具有严重性别歧视的节目。但是，在一部分节目中，《东方时

空》仍然承载着社会对男女两性的传统规范，是社会“共识”的建构者和传播者。它对观察世界的方式进行的倾向化处理、对被采访

人的选择和嘉宾的邀请、对内容的裁剪和去存反映了一定程度的性别偏见。这种偏见，常常不为自己所觉察，它通过漫长的历史过

程，作为一种深层次的社会观念和文化心理，浸润于人们的头脑之中，然后以“理所当然”“大家都这么认为”或者“来源于生活”

这样的认知而表现出来。目前，理论界有人把这种现象叫做“集体无意识”。 

    从数量上看，《东方时空》在选择报道对象和邀请嘉宾时，首选者多为男性，两性数量失衡，且没有反映当今中国女性多元化的

社会形象，这和我国一般大众传媒的状况相似。显然，这和人们对一个精英云集、体现着新闻改革力度的名牌栏目在先进文化的传播

中应起引领作用的期望有着不小的距离。 

    把三个子栏目作相互比较，《百姓故事》中女性成为报道主角的占26.6%，高于占21.3%的《东方之子》和只占18%的《时空连

线》，这个梯度并不让人乐观，因为它暗示了对男女两性的陈规角色定型。女性多以远离权力、权威和知识的平民身份出现在《百姓

故事》当中。尤其能反映节目制作者陈旧观念的是，被拍摄的29位女百姓有11位定位于家庭，节目标题就是《奶奶》、《姥姥》、

《大姐》等等，她们讲述的多为家长里短的故事。《时空连线》的嘉宾则不同了，都是些要对社会热点及新闻事件发表权威性分析、

阐述产生原因，发展趋势以及采取相应对策的人物。男性更多，他们都以官员专家的身份出现；而女性常常既不在新闻内也不在新闻

外，大大少于男性参与“连结”的机会。 

    这样的性别布局，并不符合中国妇女的现状。据国家统计局和全国妇联2001年9月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表

明，近10年来，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在许多方面取得了进步，如经济方面，妇女的职业发展有了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2000年，城

镇就业女性中各类负责人占6.1%，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22.8%。从行业分布看，女性在批发零售、社会服务、教育、文化、卫生等领

域工作比例均超过男性。在金融保险、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以及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工作的比例均接近男性，尤其是女企业家群

体发展迅速。[3]对这些变化，新闻从业人员理应保持他的敏感和兴趣。更何况推进妇女发展与进步，实现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媒

体也是责无旁贷的。 

    在《东方之子》这个名字就有性别指向的栏目中，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意识还通过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 

    2002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五周年系列报道，一共访问了5位名人，其中2位是女性。应该说，这个名单是考虑了各方面包括性别的

平衡的。 

子栏目名称 播出节目个数 出镜总人数 男性 女性 

时空连线 81 166 136 30

百姓故事 73 709 80 29

东方之子 75 75 59 16

性别 总人数 官员 专家 记者 外籍人士 其它 

男 136 79 27 14 9 7

女 30 10 9 5 2 2

性别 总人数 官员 专家 
技术人

员 

艺术人

员 
教师 工人 农民 战士 残疾人 

外藉人

士 
老知青 

家庭角

色 
其它 

男 80 28 3 8 5 5 5 5 1 4 5 6   5

女 29 1       5 1   6 1     11 4

性别 总人数 科学家 艺术家 官员 
运动员 

裁判员 
医生 商人 

环保 

人士 

男 59 19 20 14 3 2 1  

女 16 1 10 2 2     1



    但是，在节目中，对3位男名人形象的塑造和2位女名人形象的塑造，标准却各有不同。这也是媒体上常见的现象。对男性，表现

他们的品格、才智和贡献，被问的都是属于公领域的问题，并不涉及到家庭子女等私人领域，因为事业的成功就是男人的成功。对女

性则不然，家庭状况成为必须的考量之一。做不做家务啦，给不给丈夫烧小菜啦，下辈子还做不做女人啦等等，再加上化妆啦、发型

啦、服饰啦这些个人生活选择目的，也要被记者一一探问。在对女性名人的采访中，如果这些探问只是一、二个记者所为，倒也好

说，但是，这样的提问在媒体上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复制着，这应值得问一个“为什么”了。一旦女性被访人在这些问题上稍显个

性，就会被冠以“不可爱”、“没有女人味”等等言辞，把她们置于尴尬境地。 

    接受《东方之子》访谈的一位是香港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一位是中科院院士任咏华。在对范徐丽泰女士正式访谈播出前，做栏

目总串的主持人在提要播报中，特别把范徐丽泰女士的母亲角色加以凸显，介绍她是“一位模范的妈妈”。与此相呼应，在短短的十

来分钟的访谈中，节目主持人还问了这位立法会主席两个私人问题：你为什么不化妆？不化妆对工作有帮助吗？对我国最年轻的院

士、化学家任咏华，也探问了她丈夫对她研究工作的态度，如果不支持的话对她会不会有影响。在采访现场，肯定是问了不少问题

的，为什么要把这些问题保留，是否在引导观众关注女性精英的母亲角色和“女性特质”？ 

    对男女名人的两种标准是不公平的。事实上，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不仅是衡量女性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衡量

社会进步与文明的重要标志。进入决策层的女性和事业有成的女性，她们承受的压力，她们面临的挑战，她们的内心感受，也是不能

用传统的老眼光、用千篇一律的老思路、用似曾相识的老问题能够探测得到的。遗憾的是，像《东方时空》这样的名牌栏目也不能免

俗。 

    从世界范围看，这些年来，国际社会一直致力于把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1979年，联大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把对女性的歧视定义为“基于性别而做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害或否认女性的人权和基本自

由。”1991年，联合国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确认男女之间的平等和公平是国际社会优先要解决的问题，因

此，必须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心。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妇会，通过了《行动纲领》，在第二百四十章中，呼吁国家和国

际传媒系统，“在符合言论自由的原则下，制订管理机制包括自律机制，以便在媒体和国际通讯系统中，促进性别平衡和多方面描绘

妇女形象，并促进妇女更多地参与制作和决策”。 

    我国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同时，也是一个一贯坚持男女平等的大国。在’95世妇会上，江泽民同志代表党和政府向世

界宣布：“实现男女平等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表明了实现男女平等的决心。十六大提出的政治文明，更进一步表达了对人的尊

严和权利的尊重。因此，某些媒体上关于“女人是床上用的”、“狗比女人强的15大理由”、“男人上岗女人回家”、“女人不漂亮

不行”等等报道，传达出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封建糟粕有的已经到了恶俗的程度，这不但是对女性的不尊重，也是对男性的不尊重。 

    在摒弃这些文化垃圾的同时，媒体上隐形的、“无意识”的歧视观念和偏见在社会上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可喜的是，一些主

流媒体的决策人开始关注这些问题，并在版面上有所反映。就在本文整理的过程中，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栏目，连续播出了具

有性别平等观念的节目如《女人的梦想》等，积极地、正面地、多元化地塑造了女性的社会形象。 

另外，除了媒体自律意识的加强，媒体间相互监督也开始了。不少男女新闻从业人员和理论工作者，更加关心媒介歧视问题。《国际

新闻界》2002年第五期，发表了题为“三种传媒道德问题的跨文化思考”，提出了“传媒报道将影响人们的道德观念，这是媒体所关

注的。但报什么、怎么报、为什么报却是媒介伦理应考虑的问题”。“而在现实的媒介传播活动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另一种情景。

在媒介内容构成中，对发达地区和非发达地区、富裕人和贫困人口、男人和女人的报道，表现出严重的失衡”。[3]《南方周末》

2002年10月10日，发表了题为“新闻工作者的现代公民意识”一文，[4]从媒介上常见的“亲密接触”、“畸恋”、“淫妇杀亲

夫”、“烈女保贞节”等等词语入手，分析了新闻工作者民主意识、平等意识、法治意识缺乏导致新闻报道导向的错误。《中国妇女

报》推出了《传媒守望》的专栏，用性别平等视角来观察、分析和评介媒介产品和媒介活动。这些可喜的变化对培植主流媒体的性别

平等意识都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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