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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闻受众中的女性缺席 

作者： 黄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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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作者从我国女性接触媒体的行为和她们所关注的新闻内容入手分析了我国新闻受众中所存在的女性缺席现

象，并从三个方面阐释了产生这种女性缺席现象的原因：一、新闻文本中的女性缺席是其直接原因；二、新闻生产部门

中的女性缺席是其间接原因；三、传统文化中的女性缺席是其深层原因。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曾于1998年12月到1999年1月间就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的电视栏目收视情况对473名男性和447名

女性作过一次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在选择电视的人中，男性为57%，女性为63%，女性看电视的人数超过男性。而在新

闻节目收视调查中，男性对新闻的兴趣又远远高于女性。女性的兴趣更多地在于家居、美食和电视购物等节目。［1］ 

又有人说，女人看电视，看新闻节目时，一看便睡着；看娱乐节目时，睡着了还在看。这当然是个玩笑。然而，我国女

性对新闻节目缺乏兴趣的确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现在正面临着这样一种现实，即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相对男性受

众群而言，我国女性受众基本上处于一种缺席状态。其具体表现我们可以从女性接触媒体的行为和她们所关注的新闻内

容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女性受众接受新闻大多都是被动接受 

从受众接触媒体的行为来看，女性接受新闻大多都是被动的。一般说来，很少女性会专门坐下来阅读报纸新闻或收听、

收看广播、电视新闻(农村女性就更少了)。她们接受新闻就如在商场选购买一送一的商品；既然有电视剧要看，那么，

把插播的新闻也看了吧!或者是在做其他事情(尤其是做家务)时，眼睛“闲着也是闲着”，就看看新闻吧，反正也没什么

其他好看的节目!这是女性受众缺席的一个经常性表现。 

二、女性受众所关注的新闻大多都是软新闻 

零点调查公司曾于1998年10月对“人们以什么方式和途径获得信息”进行过一项调查。在调查的有效样本中，把获得社

会新闻及信息“只是当平时的娱乐消遣”的女性占其调查总数的28.1%，男性只有19.7%；而“作为平时行为、决策的依

据”的男性为8.1%，女性则只有6.6%。调查结果表明，男性更多地注重社会新闻与信息的实用价值，而女性则更侧重于

娱乐功能。［2］ 

因此，从女性受众关注的媒介内容来分析，即使女性接触新闻，她们的关注点也不会是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等领域

的硬新闻，而是一些诸如时尚、娱乐、家庭之类的软新闻。然而，一般而言，家庭、娱乐、休闲等问题往往是被归于私

人领域的，而政治、经济等问题则往往被归于公共领域，这个领域才常常是资源、声望、地位之所在。因而，从这种意

义上来说，女性受众仍然处于一种缺席状态。 

新闻受众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女性的缺席现象呢?究其原因，我们可以作如下分析： 

一、新闻文本中的女性缺席是受众中女性缺席的直接原因 

首先，女性很少出现在例行性新闻报道中。 

据首都记者协会妇女传媒监测网调查，1996年3月，首都八家全国性大报要闻版共发表报道2923条，其中涉及女性的仅占

11.19%，而涉及女性问题的比例更低。［3］显然，在我国主流媒体中对女性问题的报道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2000年2月1日—2月5日间，笔者对北京、上海、广州的三家报纸(《人民日报》、《新民晚报》和《广州日报》)要闻

版的新闻进行过统计。统计数字表明：《人民日报》在这五天当中，要闻版共发表新闻95条，其中涉及女性问题的为0，

在报道中涉及的人名共489人，女性59人，仅12%，刊发新闻照片18幅，其中有女性身影的3幅，占167%，而有男性身影的

9幅，占50%；《新民晚报》在此期间，综合新闻版共发新闻83条，其中涉及女性问题的4条，占4.8%。涉及的人名共295

人，其中女性34人，占11.5%，刊发新闻照片共24幅，有女性身影的11幅，占45.8%，而男性16幅，占66.7%；《广州日

报》的要闻版共发新闻65条，其中涉及女性问题的4条，占6.2%，涉及人名299人，女性29人，占9.4%，刊发新闻照片共

25幅，女性9幅，占36%，而男性13幅，占52%。综合这三家报纸的统计数字，74%以上的男性新闻角色是政治家或政府发

言人，但女性只有5.6%属于此类。 

而另一方面，以女性为对象的新闻媒介又极少。从笔者对2000年由邮局公开发行的中央、省、地市级的报纸所作的统计

数字可以发现，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总数为1225家，而其中综合性的女报只有六家，中央级的只有《中国妇女报》和

《中国妇女报·家庭周末》，省级的则只有辽宁的《现代女报》、吉林的《家庭主妇报》、湖南的《今日女报》和江西

的《妇女之声报》，仅占全国报纸总数的0.49%。其他的以女性为对象的报纸如《中国花卉报》、《中国服饰报》、《服

装时报》、《名牌时报》等又仅属于时尚、休闲性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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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新闻播音注重了“大容量”的“快

节奏”。这种适应现代社会应运而生的

“快节奏”播音应当给予肯定，但必需

强调鼓动性质和感召力。新闻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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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或许可以说，女性不爱看新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新闻中的女性太少，涉及的女性问题太少。 

其次，新闻报道中存在着对女性的角色定型和不均衡的描述。 

1995年9月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制定的《行动纲领》包括的一个战略目标就是“促进媒体对妇女作出均衡和非角色

定型的描述。”它表明媒体对妇女的描述是不均衡的和角色定型的。 

在我国的新闻报道中，女性比男性少见，女性所扮演的角色亦不及男性多样。翻开报纸，打开电视，我们可以看到许多

新闻里的女性没有自己的职业、身份，甚至是名字，她们只是妻子、母亲、女儿、女朋友，她们只是“站在成功男人背

后的女人”，是“贤内助”，是为家庭牺牲自己事业的“伟大女性”。 

而且，大量新闻文本的内容分析表明，大众传媒对女性的许多描述是不均衡的，甚至是带有性别歧视的。中央电视台研

究室的负责人孙秋萍也曾指出，目前媒介对妇女的报道存在着边缘化、报摊化和泡沫化的现象。在一些大众媒介中，女

性常以一种边缘角色的形象出现，要么是受害者，要么是害人者，受众看到的或听到的也大多是女性受伤的泪水和悔恨

的叹息以及记者为之所表达的并不由衷的同情和惋惜，而且，有的报纸，尤其是有的都市报，为了迎合读者，有关报道

格调和品位低下，犹如报摊小报。如今年3月31日的《广州商报》便用了差不多一个版的篇幅刊登了一篇题为《12岁少女

被亲生父亲强奸》的文章，并有两幅不堪入目的照片赫然登在显眼位置，令人不忍卒睹，其报道手法和叙述方式与报摊

小报毫无二致。也有的媒介为了追求泡沫式的轰动效应，无视事情的真相，对一些以女性为主体的新闻事件争相炒作。

更有甚者，有的新闻报道公然对女性进行侮辱和贬损。 

1997年11月10日，《广州日报》第8版“怡神曲”专栏曾发表过一篇有关10月31日中国足球队在大连败于卡塔尔队一事的

署名文章：《祸起女人乎》。文章写道： 

你知道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奇怪结果?告诉你一个秘密吧，问题出在一个女人身上，祸起女人。 

这女人是中国队下榻的东方大厦的一位副总经理，国家队出发时，她不合时宜地出现在中国队的车上，虽经好说歹说，

女副总经理下车了，但中国队的主场之利，还有“运气”也随之被带走了，戚务生是役连出昏着，原来事出有因。 

国脚在大赛前最忌女人，东方大厦的女副总经理不清楚，我们这些长期采访国脚的老记们却再清楚不过，尽管我们也有

女记者前往大连采访这场比赛，但她们不敢住在国家队下榻的东方大厦，却住到了接待卡塔尔队的富丽华宾馆，本想把

晦气带给卡队，但对手却不信邪，这东西就是如此，你信它就灵，不信它就不灵，奈何?  

此文一出，伤害和侮辱的又岂止是那位女副总经理和女记者?于是全国一片口诛笔伐。然而，其实该受到谴责的又岂止是

那个作者?这样一篇文章发表在一家有着层层“把关人”的报纸上，不更令人深思吗? 

再如，1999年下半年间，武汉一个仅初中毕业的富翁一掷千金地在报上进行帝王选美似的征婚，各地媒体竟然大肆炒

作。《羊城晚报》也不惜辟出一个版面来进行报道。报道津津乐道于此富翁的身价、其征婚的规模、〖JP2〗各地美女争

相前去应征的盛况，并强调说应征者中还有许多女硕士、女博士……报道的字里行间明显流露出对女性社会价值和个人

价值的否定。 

就如英国学者艾华在研究中国大众传媒中女性形象的一篇论文中所说：“在近来的性形象爆炸中，一个突出的主题是女

性的身体，其表现方式既富视觉感又形诸文字叙述……无论背景多么刻板，这些表现中的妇女，都显出被男性注视的样

子，无论实际上观看者是男是女。由于被剥夺了自主性，这类图像中，妇女的表现强调了女性作为男性行动依赖者，等

待着被男性完美，甚至赐予生命。”［4］显然，大众传媒中的这种女性形象是为迎合男性口味和欣赏习惯及心理需求而

设计的，女性在其中明显被置于对象位置，即主体被客体化了。其实我国女性也并不是绝对排斥新闻，但作为新闻的受

众，女性更希望看到的是自己这个性别被媒介公正地描述，她们也希望女性问题不仅仅是作为边缘而是能够作为优先问

题出现在所谓新闻产品的重要节目和部分中。如果只是作为贬抑的对象，她们宁可选择缺席。 

二、新闻生产部门中的女性缺席是受众中女性缺席的间接原因 

首先，新闻生产部门的女性从业人员太少。 

1995年中国记协与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合作进行的，由国际妇女传媒基金向怀柔NGO论坛提交的一份关于“传媒中的妇

女事实简报”中曾提到：“男人至少占据了与传媒生产和发展最紧密的种种职业的75%—80%的工作位置。这就是说，妇

女至多只占有传媒工作领域的20%—25%。另外，在中国进行的传媒职业调查结果和NGO论坛上散发的材料都没有超过这一

数字”。［5］ 

另据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和中国记协国内部于1997年1—6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调查表明，从性别上看，我国新闻

工作者的性别构成是男二女一，男性占67.1%，女性占32.9%。［6］ 

其次，新闻媒介领导阶层的女性更少。 

新闻生产部门的女性从业人员尚且如此，在传媒界的领导层，女性就更少了。那份“传媒中的妇女事实简报”中还提到

“在大多数地方，妇女到达传媒机构的领导地位具有更多困难，平均比男性难上7倍。在30个国家的传媒组织中，只有7

个是由妇女领导的，另外还有7个机构中有女性担任副职——所有这些都是在拉美。”［7］ 

在我国，情况并没有更好。1995年由中国记协和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合作进行的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现状与发展的调查

显示，在现有的决策层中，女性只占8.5%，而男性则占91.5%；在中层一级领导干部中，女性占17.6%，男性则占82.4%。

调查还发现，男女新闻工作者都认为“在女性进入新闻机构决策层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平等”，接受调查的4033名女新闻



工作者中有88.1%的人持这一看法，而在1834名接受调查的男新闻工作者中，也有63.3%的人持同样看法。更令人吃惊的

是，世妇会后，这种状况更加恶化。一些中央级新闻单位，女性在编委一级的数量呈减少趋势，而进入副总编辑一层的

女性基本为0。［8］ 

显而易见，我国新闻传媒的控制者多是男性，女性在新闻生产部门中仍然处于缺席状态。由于女性不能有效地参与媒体

组织，而男性传播者又很难从女性的视角来报道主要的社会问题，因而我国许多有关女性问题的新闻往往不能代表女性

的声音和反映女性的权益。这样又必然会导致新闻文本中的女性缺席，从而失去女性受众。 

三、传统文化中的女性缺席是受众中女性缺席的深层原因。 

我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国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男性中心文化的影响可谓是根深蒂

固。“男权社会的文化传统把男性塑造为社会文化的主体，并以其全部的性别优势承载着文明的运命，而女性则在随意

的书写中被扭曲进时代的经典叙事里充当着工具和附庸。”［9］可以说，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女性也总是处于边缘角色

和缺席地位，没能获得自己的话语权力。 

首先，我国女性的整体素质较低。 

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全国12岁以上的文盲和半文盲人口有2.23亿，其中妇女1.56亿，占70%。5亿妇女，文盲占30%，非

文盲妇女的文化程度也很低，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女性占同等文化程度人口总数的38%，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

为1.5%。［10］ 

另外，在妇女就业调查中，妇女就业比例低，而且职业分布多为体力劳动密集的行业，在知识密集行业和科教文及党政

机关的不到30%，而在农林牧渔劳动者中女性却占73.57%，［11］显然，我国女性职业主要分布在农业生产领域。 

无庸置疑，我国女性文化程度的低下和就业领域的非知识密集性必然会影响女性的整体素质，因而在新闻传播中女性就

面临着一个智力门槛的问题。许多女性因为不能很好地理解新闻而失去了接受新闻的兴趣。 

其次，女性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家务。 

传统的性别文化通常将男性归于公共领域，将女性归于私人领域，这种公共/私人的对立与划分将男性的存在界定在政

治、商业、科学等社会生活领域，将女性的存在界定在家庭、生儿育女等私人领域，把“温存”、“柔顺”、“娴静”

视为女人之为女人的重要特征。 

在一项关于女性对事业与家庭选择倾向的调查中，选择家庭与事业兼顾的女性占57.4%，而以事业为第一的仅占39.3%。

［12］ 

这种传统的文化心理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接触媒介的行为方式和选择媒介的内容：我国男性更多地看重自己在社会和事

业上的责任，对媒介传递信息和传授知识比女性有更高的要求，而女性则大多视相夫教子为己任，把主要精力用于家庭

和孩子。有关资料表明，我国女职工一般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平均每天为3.7小时，比男性多56%—57%。［13］因此，家

务劳动一般不影响男性参加社会劳动和社会交往，但却把女性更多地限制在家庭。在这种边缘或缺席状态之下，她们接

触的媒介内容(如家居、美食、时尚、休闲甚至是电视连续剧)自然与硬新闻及精英文化相距更远了。 

当然，这种传统文化中的女性缺席无疑也正是新闻生产部门中女性缺席和新闻文本中女性缺席的深层原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曾于1月31日提出倡议，即“让女新闻工作者在2000年国际妇女节这一天享有新闻编

辑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此新建了名为ｗｗｗ．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ｙ／mａｒｃｈ8的网站，邀请媒体机构通过新

建的网站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并希望所有人都关注这次活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对此表示赞赏。［14］ 

在这里，我们且不说“妇女制作新闻”不应只是一道3月8日才有的风景。问题是，即使是3月8日这一天，我国“妇女制

作新闻”这道风景也并不怎么亮丽。我国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曾致函首都10多家媒体的领导，建议在3月8日这一天让

女新闻工作者享有对媒介内容的决定权。然而，响应者寥寥。据悉，中国媒体正式到联合国新建的网站上报名的仅有香

港《苹果日报》电子版。除对象性报纸《中国妇女报》以外，3月8日这天正式标出“妇女制作新闻”醒目标题的，只有

《中国青年报》和《农民日报》两家。［15］在国外媒体纷纷响应松浦晃一郎的倡议的背景下，我国媒体的冷漠，真是

令人遗憾。 

其实，就如冯媛在一篇文章里所说：“加强妇女对传播的参与，不仅有助于使传媒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公器，不仅会促

进传播领域的性别平等，也将推动实现20世纪人类社会给自己预定的目标。”［16］也许，我们是该在转变观念、增加

女性在新闻生产部门的就业人数以及改进以女性为对象的新闻报道等方面做些什么了。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系98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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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梁冰：《对女性宣传导向的一些思考》，载于《中国记者》1997年第10期。 

［４］艾华：《大众传媒中的妇女与性》，李小平等主编：《平等与发展》，“性别与中国 ”第2辑，三联书店出版

社，109～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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