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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表17）  

表17 我国新闻工作者所处理的新闻领域 

新闻领域分类 占我国新闻工作者的百分比  

没有明确的划分 32%  

经济新闻 19%  

文化教育新闻 15%  

时政新闻 14%  

农业新闻 8%  

工交新闻 8%  

法制新闻 8%  

国际新闻 6%  

科技新闻 5%  

体育新闻 4%  

医疗卫生新闻 4%  

军事新闻 1%  

其它 17%  

9、从继续学习的角度看，我国新闻工作者从事新闻工作以后继续学习的途径很少，进修的机

会较为缺乏。调查表明，作为现阶段我国新闻工作者继续学习的基本途径是“与其它单位的同

事交流业务”。调查数据显示，在我国新闻工作者队伍当中，近90%的人“从未有”或“极少

有”脱产进修的机会；超过80%的人“从未有过”或“极少有”与境外记者或境外来访者交流

的机会；超过2/3的人“从未有过”或“极少有”参加专业培训班的机会；近一半左右的人

“从未有过”或“极少有”聆听专家学者讲座的机会。（参见表18）  

表18 我国新闻工作者在工作中各种学习进修的机会 

学习进修的类别 从未有 极少有 偶尔有 有时有 经常有  

与其它单位的同事交流业务 7.9% 21.3% 26.8% 16.1% 27.9%  

聆听专家或学者的讲座 11.1% 38.1% 29.8% 11.1% 9.5%  

参加专业培训班 36.1% 34.7% 16.8% 7.4% 4.6%  

与境外记者或境外来访者交流 51.1% 30.0% 12.0% 3.8% 2.5%  

脱产进修 73.7% 14.1% 6.4% 3.1% 2.3%  

·论新闻职业道德  

·警惕媒体“受贿无声”  

·“肉体”与“良心”  

·新闻舆论的选择与规避…  

·从水均益撤出巴格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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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行数据未满100%之余数为未答者所占的比例。  

三、我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满意度评价  

职业──这种被社会科学定义为“由社会分工所引起的，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体现为一

定的劳动岗位或劳动者不同的社会身份与角色”的东西，在人们的实际社会生活中却有着丰富

得多的色彩和内涵。它首先是“饭碗”，作家艾芜在《人生哲学的一课》中有云：“工作找不

到手，食物找不到口。”其次，它又是表现人的社会地位的“面子”和“架子”，有的职业使

人觉得有“面子”，甚至可以摆“架子”，而有的职业则让人自觉没“面子”，“架子”便也

要收起来。曾被西方社会称之为“无冕之王”的新闻工作岗位在我们这个社会、被我们的新闻

工作者如何看待？其满意度如何呢？本次调查对此进行了详细考察。调查表明──  

1、我国新闻工作者具有较为强烈的职业自豪感，他们对其职业的社会地位的自我评价是比较

高的。本次调查问卷选择列举了包括新闻工作者在内的从“蓝领”到“白领”8种有代表性的

社会职业──医生、出租汽车司机、中学教师、警察、工程师、建筑工人、护士以及新闻工作

者，请被访的新闻工作者采用10分制（1表示很低，10表示很高）为上述职业人员的社会地位

打分。调查数据显示：在我国新闻工作者的自我感受中，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仅次于医生，

属于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一种职业。这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了我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自豪感与职

业崇高感。（参见表19）  

表19 我国新闻工作者对部分职业社会地位高低的综合“打分” 

职业类别 很低1-2分 低3-4分 中5-6分 高7-8分 很高9-10分 社会地位综合评分  

医生 1.2% 2.0% 14.9% 44.1% 36.9% 7.58分  

工程师 1.6% 4.6% 24.3% 43.9% 24.8% 6.92分  

中学教师 2.3% 10.1% 30.7% 36.5% 19.5% 6.44  

警察 5.3% 11.9% 31.5% 32.1% 18.0% 6.10分  

护士 8.4% 25.5 38.6% 20.2% 6.2% 5.12分  

出租汽车司机 13.8% 32.9% 36.8% 10.6% 4.8% 4.51分  

建筑工人 25.9% 30.9% 27.5% 9.9% 4.9% 4.05分  

新闻工作者 1.4% 2.3% 21.8% 45.7% 28.2% 7.10分  

每一行数据未满100%之余数为拒答或未答者所占的比例。 

2、总的看，我国新闻工作者对其职业现状的评价是比较满意和正面的。本次调查根据马斯洛

的“需要层级理论”分别列举了11个具体评价方面和一个综合评价，以考察新闻工作给予人们

的职业满足感。调查表明，我国新闻工作者对其职业现状总体评价是比较满意的。在对新闻工

作的综合满意度评价中，明确表示“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的只占10.6%，而表示“比较

满意”或“非常满意”的则高达44.3%。不过，细致地来看，真正表示“非常满意”的人也并

不很多，只占总体的7.2%。  

在诸项对新闻工作的具体评价中，最令我国新闻工作者满意的是“同事关系”和“主管领导的

能力”（分别有高达78.1%和61.7%的被访者对此表示“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这表

明，我国新闻工作内部的人际关系是基本融洽的，主管领导在下级心目中是有威望的。其次，

我国新闻工作者对新闻工作给他们所带来的其他方面的回报也持较为积极的评价。调查数据显

示，被访者对“新闻工作的社会影响”、“工作中的自主程度”、“工作中的主动创新机

会”、“工作时间的弹性”以及“新闻工作的成就感”大体上感到满意（分别有41.7%--47.0%

的人对此表示“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  

尽管如此，我国新闻工作者也对其职业因素的某些方面表现了较多不满。譬如，人们在对“学



习新知识的机会”、“报酬收入”、“福利待遇”以及“提拔和晋升职称的机会”的评价方面

表现出相对较低的满意度评价（分别有约1/3左右的被访者对这些评价方面表示“不太满意”

或“非常不满意”）。  

那么，在新闻工作者对其职业状况的上述11个具体评价中，哪些评价方面与他们对新闻工作综

合满意度的评价最为关系密切呢？也就是说，现阶段我国新闻工作者衡量其职业的总体满意程

度的标准是什么呢？经过我们对11个单项评价与总体满意度评价之间的相关分析显示，影响人

们对新闻工作总体满意度评价的最为主要（也即与总体满意度评价相关程度最高）的5个方面

是：“福利待遇”（r=.42）、“工作的自主程度”（r=.41）、“报酬收入”（r=.38）、

“工作中的主动创新机会”以及“学习新知识的机会”（两项并列，均为r=.37）。这一结果

表明，我国新闻工作者在衡量工作满意度时，既有物质和实际方面的考虑，又有发挥其个人能

力和机会方面的考虑。因此，要进一步提高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满意度，就需要在这些具体的方

面以适当的方式给予他们以较多的满足感。（参见表20）  

表20 我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满意度评价 

工作满意度类别 非常不满意 不太满意 中立 比较满意 非常满意  

同事关系 0.8% 2.2% 18.1% 45.1% 33.0%  

主管领导的能力 3.3% 8.4% 23.0% 37.9% 23.8%  

工作的社会影响 4.3% 12.2% 34.2% 32.7% 14.3%  

工作中的自主程度 5.4% 14.5% 32.9% 31.9% 14.2%  

工作中主动创新的机会 5.8% 15.2% 34.0% 31.4% 11.9%  

工作时间的弹性 6.7% 15.6% 33.3% 28.0% 14.7%  

工作的成就感 5.6% 14.5% 35.9% 30.0% 11.7%  

学习新知识的机会 15.4% 20.6% 28.8% 22.8% 11.6%  

报酬收入 8.4% 22.2% 48.2% 14.7% 5.1%  

福利待遇 9.5% 23.8% 43.7% 16.6% 5.2%  

提拔或升职称的机会 14.4% 20.6% 35.5% 13.5% 5.2%  

我国新闻工作者对目前工作的综合满意度评价 1.8% 8.8% 43.9% 37.1% 7.2  

每一行数据未满100%之余数为拒答或未答者所占的比例。 

3、我国新闻工作者既是当前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受益者，同时也是积极推动社会改革和发展的

一支自觉力量。调查表明，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各个方面的深刻变

化，我国新闻工作者所做出的基本判断是比较积极和正面的。在对当前社会生活所面临的种种

变化的判断中，社会变化的高速率和传播竞争的白热化，是我国新闻工作者最为一致认同的判

断（分别占被访者总数的58.9%和89.3%）；尽管社会的急速变化和传播领域的激烈竞争给新闻

工作者带来了很大的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但绝大多数新闻工作者的心态是积极乐观的：他们

否定了关于“我感到很难适应现在的变化”的说法（占被访者总数的67.0%），比较一致地认

为“社会变化给我带来了一些发展的机会”（同意者占被访者总数的62.3%），“总的来说，

我是目前的社会变化的受益者”（同意者占被访者总数的57.6%），并且，他们不同意关于

“目前的社会变化使我对如何做好新闻工作感到茫然”的说法（占被访者总数的66.2%）。此

外，不少新闻工作者对自己收入的增加和国家对新闻工作宏观管理的改善持肯定态度（分别占

被访者总数的53.0%和47.0%），同时，他们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水准变低了”和“目前

的社会变化缺乏秩序”表示认同和忧虑（分别占被访者总数的40.4%和38.2%）。（参见表

21）  

表21 我国新闻工作者对当前社会生活领域种种变化的基本判断 

关于社会生活领域种种变化的判断 非常不同意或不太同意 中立 基本同意或非常同意  

新闻工作的竞争更激烈了 3.1 7.5% 89.3%  

 



社会变化给我带来了一些发展的机会 5.4% 29.7% 62.3%  

目前的社会变化速度太快 13.3% 26.7% 58.9%  

总的来说，我是目前的社会变化的受益者 8.3% 31.9% 57.6%  

新闻工作者的收入增加了 17.7% 27.7% 53.0%  

国家对新闻的管理改善了 12.2% 36.3% 47.0%  

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水准变低了 29.6% 28.1% 40.4%  

目前的社会变化缺乏秩序 27.0% 33.0% 38.2%  

新闻工作者的自主性提高了 24.8% 41.9% 31.7%  

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下降了 47.9% 29.3% 20.7%  

目前的社会变化使我对如何做好新闻工作感到茫然 66.2% 21.3% 10.6%  

我感到很难适应现在的变化 67.0% 29.2% 7.2%  

每一行数据未满100%之余数为拒答或未答者所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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