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媒资讯网┆传媒学术网┆传媒考研网┆传媒博客┆传媒社区┆传媒书店

首页 动态 专题特稿 理论 实务 随笔 学人 期刊 法规 书坊 社区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四日  星期三 

都市类报纸负面社会新闻报道分析及改进措施 

作者： 陈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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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报刊改革的不断推进，随着都市类报纸占据的市场地位越来越重要，报纸内容也经历了一个以传者为本位向贴

近读者的受众本位的转变过程，从原来的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出访、接见外宾等外事活动，各种类

型的会议、决策制定等，到如今的娱乐、体育、社会等领域的软新闻增加。媒介多样的功能逐渐得到实现，最突出的就

是信息提供功能、环境监测以及提供娱乐等功能。  

但是，我也发现了报纸都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令人担忧的某些方面，我最关注的就是报纸在社会新闻领域对车祸、打架斗

殴、跳楼、杀人、火灾等新闻过多的报道。这一现象在报纸逐渐采用了新闻热线、目击者新闻报料以扩大信息来源后有

越演越烈的趋势。负面社会新闻不仅在数量上占强势地位，而且相似或同类事件频现报端，那么，这类新闻的报道分

量、报道角度以及出现的频度是怎样的？会对受众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主要以新京报为个案，展开我的分析。  

图例： 

上图表所反映的数据是11月1日至5日新京报主要是社会版所刊载的负面社会新闻的条数及其内容的大概分类。从中可以

看出，车祸和打架斗殴以及跳楼跳地铁等方面的内容相对较多，出现的频率也较高。具体而言，我主要以这五天内出现

的跳楼跳地铁方面的报道为例，分析都市报纸的社会新闻提供了怎样的信息环境，以及报纸是采用怎样的报道方式来提

供的。  

第一、社会新闻中的负面新闻被编辑给予相当的重视，一旦被认为刺激性强，引人注目，即会在版面表现上占优势地

位。《七旬翁火屋逃生跳楼坠亡》（1日）在版面最上方的位置，以通栏标题、本版标题中最大字号冲击人们的视觉，占

的版面总空间接近四分之一；《男子悬空中纺大厦22层》（3日）位处最上方，通栏且最大字号的标题、并配有男子位于

楼顶的现场图片，图片与文章正文文字的比例为3：2；《男子高楼坠落身亡》（4日）配有整版唯一的图片，是事发大楼

的仰拍图，图文处于版面中心的位置；《一女子跳地铁受轻伤》（4日）由于和前一篇处在一个版面上，相对不太突出；

《金地国际花园一工人坠楼身亡》（5日）位置不明显，文章较短。  

可以发现，如果说这些事件能够通过编辑、记者的把关成为见报的新闻具有某种偶然性的话，比如说它们恰巧被目击，

并且被目击者当作新闻线索提供给媒体，那么它们被编辑突出强调则有一定的必然性，即媒体投资者、内容制作者希望

提供能够引起绝大多数受众兴趣的内容，并且希望利用版面语言突出这些内容，吸引人们的视线。这从各大都市报纸都

加强了社会新闻报道并且对车祸、斗殴等负面新闻表现出较大关注可以看出来。  

第二、报道模式的固定程式化，既使人们对此类新闻感兴趣，又使人们麻木不仁。横向比较这五篇报道，并结合报纸关

于其它社会负面新闻的报道，可以发现它们的报道模式。首先，提出新闻五要素，如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昨天

中午12时许，外地来京的小刘在现代城对面的金地国际花园7号楼24层阳台上施工时，坠楼身亡。”（《金地国际花园一

工人坠楼身亡》）这是其中代表性很强的一个导语，除了五要素外，有的报道可能会使用直接引语开头，如“送他去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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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新闻总数 13 10 9 15 12

车祸 1 2 1 1  

跳楼/跳地铁 1   1 2 1

事故致死 1        

打架斗殴 1   1   2

火灾 1       1

盗窃行凶 1        

气体泄漏爆炸 1   1 1  

发现尸体       1 1

杀人     1    

负面总数 7 2 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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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广告主与媒体互动过程研究 

作者：杨茵娟┊ 2005-04-11 

[摘要]本研究对中国大陆一家都市报与

一家广告主公司之间的互动模式、结构

与过程进行研究发现，广告主以广告投

入为杠杆对大众媒介的信息生产施加制

度化的影响，媒体内部的编辑记者出于

新闻专业意理采取有创造性的措施…… 

·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 2009-10-13

·香港浸会大学第三届普利策新闻 2009-10-03

·“中国主张：传播理论本土化的 2009-09-27

·第三届“当代中国话语研究”讨 2009-09-27

·第九届“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 2009-09-24



院时，我还觉得不会出事……”（《七旬翁火屋逃生跳楼坠亡》），增强现场感。新闻主体部分几个基本要素是，事件

发生地点的现场描述，现场目击者怎么说，负责处理的公安机关怎么说，事发地的业主如何说。  

但总体来看，新闻偏重于现场描述和目击者的亲眼所见，其中多有据说，有确实消息称等尚未得到最终确认的二手消

息，而关于事件确切的原因、解决、如何预防，基本上都含糊带过。这和相关负责单位以及公安机关所谓的“不便透

露”有关，也和这类新闻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报道模式有关系。记者编辑们更关心的是新闻事件本身的离奇带来的吸引注

意力的效果，而不一定是它的警世意义，甚至没有对事件当事人的人道主义同情心。  

我认为，都市类报纸对负面社会新闻的这种报道，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充满动荡、事故、欺骗的媒介环境，根据传播学涵

化理论，这种媒介环境可能导致读者对他们身处其中的真实社会环境作出不安全的判断。媒体仍然是人们了解广袤世界

的窗口。这和涵化理论所指出的三个现实有关，即“媒介现实”、“社会现实”和“观念现实”。现阶段来看，世界各

方面的发展都日新月异，人们凭借个人的力量越来越无法全面的了解社会现实。如果没有媒体收集来的方方面面的信

息，我们的生活小圈子里可能一年也很难碰到几次跳楼事件，而通过读报，五天之内就发生了五起这样的事情。因此，

媒体具有集合作用，能突出放大某一方面的重要，同时缩小某些方面的影响。  

同时，媒体予以强势突出的内容会给人们造成更强势的影响。车祸新闻在我所监测的五天里只有五起，而事实上，今年1

至9月份，北京共发生死亡事故1029起，死亡1139人，以共273天计算，平均每天3.77起，平均每天死亡4.17人。这表

明，具体到车祸新闻来说，媒体的报道不是多了甚至还少了。但是考虑到，年底的一条数字新闻给出一个总的事故数字

“1029”与我们每天从报端看到一两起车祸新闻相比，前者带给人们的震撼远远小于后者。因为也许一个统计数据尚不

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而每天沉浸在车祸新闻里会形成很强的积累效应。人们实在没有能力也没有途径从宏观、整体上

看自己生活的世界，社会新闻中比较频繁出现的车祸、打架斗殴、诈骗、谋杀、火灾等负面消息，无疑会给人们从宏观

上判断社会安全形成负面力量。  

因此，考虑到媒介在影响受众对环境判断上的作用，我提出几点关于社会新闻报道的建议。  

第一，增强编辑对社会新闻题材的把关。社会新闻涉及的范围要广泛得多，仅这五天内涉及的其它社会新闻就有施工弄

断水管导致附近居民停水，单身高学历者集体相亲，离婚案件，高校某学生离家出走等。根据我们的个人经验，社会新

闻形形色色，方方面面，负面社会新闻确实存在，但是否只要是打架斗殴、车祸死人就可以刊登出来？根据怎样的新闻

价值判断标准来把关呢？编辑不能单纯考虑事件的新奇性、刺激性，还应兼顾社会效果，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第二，调控负面社会新闻的比例。我们通过新闻理论的学习得知，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是我国媒体的一贯原则。我在前面

的分析中也提到，媒体具有突出放大某方面内容的作用，即使一个很小的事情，通过媒体的广泛传播，也能造成相当强

烈的反响。社会每天发生的事情是媒体无法完全提供的，因此才有了对新闻取舍的必要。因此，即使是把所有的版面都

用来报道当天发生的负面社会新闻都不够用。因此，一定要根据现实情况，调控各方面内容见报的比例，正确引导受

众。  

第三，改进新闻报料内容。其实，很多这种突发的负面社会新闻，报社的记者都无法正好赶上或者知悉，很多类似的线

索都是目击者提供的。他们通过日常的阅读，发现此类新闻的见报率较高，报社编辑的取舍标准鼓励了他们对负面社会

新闻报料的热情。这决定了他们更倾向于提供一条车祸而不是其它内容的新闻线索。因此，我觉得报社可以采取一定的

措施，鼓励报料者对其它方面新闻的关注，比如社会出现的新事物新风尚。  

第四，改进负面社会新闻的报道形式。一方面，从版面语言上来说，不一定非要低调处理此类新闻，但至少可以做到不

过分的夸大和抬高。最典型的就是在标题字号的运用以及是否运用图片以及用多大的图片上要慎重。另一方面，不要过

多的渲染经过和细节，而应该本着警示未来的目的，把重点放在导致这场事故的原因、责任归属、如何解决以及日后如

何预防上。这其实就是需要新闻记者具有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而不是看热闹的态度。  

作者：陈淑娟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04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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