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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今晚报》2004年7月、10月两个月关于弱势群体的报道进行了

分析。根据报道的内容将弱势群体简单的分为四类：城市下岗职工、生老病残者，儿童，农民

工，农民。通过对这四类报道内容进行定量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今晚报》作为天津的一家主

流媒体，其反映现实，引导舆论，创造言论交流空间的职责得到了有效的发挥。尤其是媒体作

为公众的“瞭望哨”，积极反映现实的功能更加的凸显，同时还发现，《今晚报》主动为弱势

群体利益鼓与呼的力度不够，这方面的功能有待加强。 

  

一、引言 

在2002年3月朱镕基总理代表国务院向九届人大五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

使用了社会学界常用的“社会弱势群体”这个词。报告指出积极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的重要

途径，并强调要“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就业政策”。[1]自此，“弱势群体”不仅成为中国

政府制定社会政策的聚焦点和着重点，也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群体。 

社会弱势群体势用来分析现代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力分配布公平、社会结构不协调、不合理

的概念。如何界定弱势群体，学术界存在着多种说法。有人认为社会弱势群体是“创造财富、

聚敛财富能力较弱，就业竞争能力、基本生活能力较差的人群。”[2]还有人认为弱势群体是

“那些不但实际经济收入偏低，而且由于各种条件限制其未来发展也有相当困难的人群。他们

往往面临着心理的和经济的双重困境。”[3]国际社会学界、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界则认为

“弱势群体是指那些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处于不利地位的人

群。”[4]弱势群体在任何社会都存在，由于生理原因如老弱病残者；由于自然原因，如生

态、地区人口、自然灾害的灾民。这里着重谈的不是这两部分人。 

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现代化社会转变，正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转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中国的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

层”的划分标准已经不能反映现实。以陆学艺为代表的一些社会学者提出“以职业分类为基

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划分社会阶层结构的理论框架。”并

指出“这三种资源的拥有状况决定这个个群体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

位。”[5]以此为标准中国社会分为十个阶层五种社会地位。处于社会底层的包括：商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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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这部分人是这里所

指的“弱势群体”，这是中国目前转型时期出现的群体，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群体性、

同质性强。他们有追求自己利益的诉求，同时这个过程有可能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16届

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社会各阶层

的广大的群众融洽共处，互爱互助，互相鼓励，共同发展；努力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的公

平公正。党中央在政策上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又在社会上大

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社会风尚。《今晚报》作为天津一家有相当影响力的媒体是否

真正的反映了这种现实，行使党和人民喉舌的职责，引导舆论促使全社会关爱弱势群体呢？本

研究探讨《今晚报》关于弱是群体报道与媒体职责的关系。 

二、资料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是内容分析的方法，研究对象是《今晚报》。天津《今晚报》创刊于1984年7月1

日，它是中国城市晚报中较早的一张，目前发行量60万份，发行范围遍及中国三十多个省、

市、自治区并行销海内外。这是一张关注百姓、关注民生的报纸。“20年来，在报社同志的努

力下，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的同时，积极适应市场需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形成了‘一报

在手应有尽有’的办报理念，建立了‘送报上楼，服务到家’的红报箱发行队伍和发行网络，

成为天津市较有影响力的主流媒体之一。”[6]这是我选择《今晚报》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本研究的分析单位是每一则关于弱势群体的报道，抽取了2004年7月、10月两个月所有的关于

弱势群体的报道作为分析的样本。根据研究目的，对每一个报道按以下六个指标进行分类编

码：（1）政府扶持、政策；（2）社会关爱；（3）自强自立；（4）违法；（5）事实报道；

(6)媒体组织。根据以上的六项指标综合分析，笔者将两个月所有关于弱势群体的报道分成四

类：城市下岗职工、生老病残者，儿童，农民工，农民。在选定两个月中，所有关于弱是群体

的报道总共有202篇，城市下岗职工、生老病残者报道64篇，儿童56篇，农民工共53篇，农民

29篇。 

由于共202篇报道，多属于消息，因此所有统计是人工完成，所有工作系一人完成。 

三、结果与分析 

作为一家主流媒体，首要职责就是要全面、客观、准确的报道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件，使人民群

众及时的获取于自己利益有关或感兴趣的信息。全国上下都在呼吁关注弱势群体的情况下，

《今晚报》作为一家主流媒体是否传播了人们急于了解的信息，反映社会现实呢？我们看下面

的表格：表1 

表1： 7月、10月两个月关于弱势群体报道数量统计 

 城市下岗职工、生老病残者 儿童 农民工 农民 总计 

7月 22 29 18 23 92 

10月 42 27 35 6 110 

比较 +20 －2 +17 －17 +18 

从表1的结果可以看出关于城市下岗职工、生老病残者的报道大幅度的增多，10月份较7月份增

加了20条；关于农民工的报道情况类似，10月比7月增加了17条。与以上两类报道相反，关于

儿童和农民的报道10月较7月有所下降，尤其是关于农民的报道由原来的23条下降到了6条，锐

减了17条。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样本的选择有关，7月是夏粮收获完毕，秋粮播种时期10月

份正是秋粮收获的季节。但是从总体来看关于弱势群体的报道还是增多的，7月份总计92篇，

10月份为110篇，一共增加了18篇。 

在以上的分析中，《今晚报》确实加大了关注弱势群体的力度，在报道的数量上有所增加。但

是仅从数量的增减来看媒体的职责，体现得是否全面呢？媒体职责在其报道内上是如何展现



的？关注弱势群体，全社会呼吁对这一群体关心、支持、自助、增权，《今晚报》作为一家主

流媒体这些内容是否在其报道上有所体现？ 

关心弱势群体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社会的责任，只有当关心弱势群体形成良好的社会环

境，社会才能不断进步走向公平、公正。见表2 

表2 ：《今晚报》关于社会关爱弱势群体的报道 

时间 城市下岗职工、生老病残者 儿童 农民工 农民 总计 

7月 7 16 4 0 27 

10月 18 17 4 0 39 

媒体通过增加弱势群体的报道，表1已经的说明了这一点。也就是通过媒体的报道人们才能更

多的了解关注弱势群体。通过表2，我们清楚看到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明显的增强了，7月份

这类报道27篇，到 了10月份增加到了39篇。通过表格还发现社会的主要关注点集中在城市下

岗职工、生老病残者，儿童这两类弱势群体身上。7月份关于社会关爱城市下岗职工、生老病

残者的报道为7篇，10月份上升到18篇增长幅度较大，关于儿童的7月是16篇10月是17篇基本保

持稳定，农民工和农民这方面的报道数量较少，7月与10月比较没变化。 

让我们看看以下的表格。 

表3：城市下岗职工、生老病残者报道 

 政府支持、政策 社会关爱 自强自立 媒体组织 总计 

7月 数量 4（政绩） 7（政策） 7 3 1 22 

 百分比 18.2% 31.8% 31.8% 13.6% 4.5% 100% 

10月 数量 1 15 18 5 3 42 

 百分比 2.4% 35.7% 42.9% 11.9% 7.1% 100% 

表4：儿童报道 

 政府支持、政策 社会关爱 自强自立 媒体组织 总计 

7月 数量 1 16 5 7 29 

 百分比 3.5% 55.2% 17.2% 24.1% 100% 

10月 数量 0 11 8 8 27 

 百分比 0 40.8% 29.6% 29.6% 100% 

表5：农民工报道 

 事实报道 国家政策 社会关爱 自强自立 民工违法 媒体组织 合计 

7月 数量 4 0 4 1 9 0 18 

 百比分 22.2% 0 22.2% 5.6% 50% 0 100% 

10月 数量 6 9 4 4 11 1 35 

 百分比 17.1% 25.8% 11.4% 11.4% 31.4% 2.9 100% 

表6：农民报道 

 政府扶持、政策 农民自身发展 利益受损、违法 合计 

7月 数量 8（政策） 11（扶持） 2 3 23 

 百分比 31.8% 46.4% 8.7% 13.1% 100% 

10月 数量 3 0 3 6 



 百分比 50% 0 50% 100% 

刚才通过表2，将7月于10月社会关爱弱势群体的报道进行了纵向的比较。现在我们看一下表

3、4、5，在每一个月份中的横向比较，同时进行两个月比重的比较。7月份关于城市下岗职

工、生老病残者社会关爱的报道占7月份各类报道总数的31.8%，10月份为42.1%，分别居于7

月、10月各类报道所占比重的首位。（见表3）关于儿童的报道也呈现类似的情况，7月份社会

关爱类占儿童报道的55.2%，10月份为40.8%，虽然比重有所下降，但仍然居于首位。（见表

4）社会关爱农民工的报道7月份占总数的22.2%,次于民工违法居于第二位，10月份为11.4%，

居于第三位，所占比重有所下降。（见表5） 

除了社会关爱还有支持，所谓支持就是整个社会建立健全的相关的社会政策，为弱势群体提供

有效的制度，满足弱势群体的各种客观需求。我们来看一下《今晚报》在7月、10月这两个月

关于弱势群体的政策报道。（见表7） 

表7：关于城市下岗职工、生老病残者，农民工的政策报道 

 城市下岗职工、生老病残者 农民工 

7月 数量 0 7 

 百分比 0 21.8% 

10月 数量 9 16 

 百分比 25.8% 35.7% 

通过表7，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今晚报》关于政策的报道数量呈现增加的趋势。关于农民

工政策的报道从7月份的0篇上升到10月份9篇；关于城市下岗职工、生老病残者的政策报道从7

条升到5条。另外通过表4和表5，还可以发现，政策报道占各类报道的比重在增加。10月份关

于农民工政策报道占所有农民工报道的25.8%，仅次于民工违法的报道居于第二位；关于城市

下岗职工、生老病残者的政策报道7月份占总数的31.8%与社会关爱类报道并列第一，10月份上

升为35.7%，低于社会关爱类的42.9%，居于二位。 

必要的社会支持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自助，使弱势群体走向自立、自尊、自强。外部支持

的作用在于增强弱势群体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能力，。俗语说“惟自助者天助之”。媒体是否

通过他们的报道宣扬自强自立的精神，树立典型，切实的使弱势群体感觉到来自自身的力量，

让他们看到改变弱势命运的希望和曙光？我们看一下《今晚报》关于弱势群体自强自立的报

道。 

表8：弱势群体自强自立报道统计 

 城市下岗职工、生老病残者 儿童 农民工 

7月 数量 3 5 1 

 百分比 13.6% 17.2% 5.6% 

10月 数量 5 8 4 

 百分比 11.9% 29.6% 11.4% 

关于弱势群体自强自立的报道7月与10月比较数量上是增加的，关于城市下岗职工、生老病残

者自强报道从7月的3条升到5条；儿童自强的报道有5条升至8条，比重也在加大，7月份为

17.2%，10月份为29.6%；农民工自强报道也由7月份的1条增加到了10月份的4条，比重也有

5.6%升到了11.4%。 

在以上从关爱、支持、自强的角度分析报道内容后，按照分析单位的六项指标，还有提到的媒

体组织。媒体组织是指，媒体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上挖掘新闻，为弱势群体服务，还有就是媒

体有组织的策划一些新闻事件引起社会和政府的普遍关注。 

 



表9：媒体组织报道弱势群体 

 城市下岗职工、生老病残者 儿童 农民工 

7月 数量 1 7 0 

 百分比 4.5% 24.1% 0 

10月 数量 3 8 1 

 百分比 7.1% 29.6% 2.9% 

通过这个表格可看到媒体组织报道弱势群体的力度有所增加，7月份媒体报道城市下岗职工、

生老病残者数量是1条，占总量的4.5%，10月3条占总量的7.1%；儿童7月是7条站总量的

24.1%，10月是8条占总量的29.6%；农民工的7月0条，10月1条占总量的2.9%。媒体组织关于弱

势群体的报道总体有所增强，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媒体组织报道力度还是够强。这一点我

们可以看表3、4、5，媒体组织与其他类报道的比较。 

这里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今晚报》关于农民、农民工愚昧、无知（客观事实报道）和违法的报

道。在7月份农民工客观事实的报道为4条、，占总数的22.2%，民工违法的报道有9条，竟然占

到了总数的50%；10月份事实报道为7条，占总数的17.1%，民工违法的有11条，占总数的

31.4%。虽然两个月关于农民工无知、违法的报道数量有所减少比重有所下降，但是我们还是

能看到此种报道占当月报道的比重还是相当的高，民工违法报道在7月份高达50%，居于各种报

道的首位；10月份比重下降到31.4%但仍然位列第一。（见表5） 

四、小结与讨论 

大众传播的功能，拉斯韦尔在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功能与结构》一文中将传播概括

为环境监视功能、社会协调功能、社会遗产传承功能。后来又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可提供娱乐

的功能。事实上媒体的功能主要是蕴含在其传递信息，进行新闻报道过程中。在全社会都在关

注弱势群体的氛围中，《今晚报》关于弱势群体的报道基本实现了它作为主流媒体的职责，简

单概括为以下三点： 

1、告知事实，发挥“瞭望哨”的功能。 

   作为一家主流媒体首要职责就是要客观、全面、准确的报道公共事务的公共事件，使人们

及时了解与自己利益有关或感兴趣的信息。 

  媒体作为反映现实的“镜子”，当然不是一种机械的反映。媒体反映现实，告知人们欲知而

未知的信息。16届四中全会党中央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弱势群体中的城市下岗职工、特困户以

及农民工是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而出现的，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同质性、群体性强呈现

集体贫困的状态。一方面他们有表达、追求自己利益的需求，另一方面他们在追求自己利益的

时候很可能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全社会热火朝天的构建和谐社会时，这部分转型期

出现的弱势群体成为媒体的关注的脚掉也是不足为奇的了。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形式上情

下达，下情上传的职责。媒体是政府和群众获得现实世界信息的“瞭望哨”。 

2、正面报道，积极进行舆论引导 

  作为主流媒体，就要坚持正确的导向，能够代表一个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反映主流人群对

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态度和观点。当前当中央领导人胡锦涛、温家等多次走访边远山

区，对下岗职工、失业者、贫困家庭尤为关注，为全党树立了榜样。主流媒体必须唱响主旋

律，坚持正确的报道，积极进行舆论引导切实从现实的角度对弱势群体进行关爱、支持、自

助、增权的角度进行报道。 

3、搭建反映民声的平台 



   新闻媒体要为认民群众提供表达意见和呼声的渠道和空间，能够在媒体上对公共事务开展

交流和讨论。作为弱势群体无论是组织资源、经济资源还是文化资源，他们都拥有得非常少或

者是没有。因此他们在社会中的声音很微弱，需要媒体为他们代言，媒体能够站在弱势群体的

立场上，为他们的利益鼓与呼。通过第三部分的分析，我们发现《今晚报》在这方面还存在着

问题，媒体主动为弱势群体报道的力度还是不够，这方面的工作有待加强。 

  此外这里还要提一点。事实上，农民工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与媒体的塑造有很大的关系。如表

5所显示的，7月份民工违法的报道占据了50%的比例，媒体是否在农民工形象的报道上有失客

观和全面？ 

  当然本研究存在着许多不足，样本的选择不是很合理，由于农业季节性原因关于农民的报道

不能全面进行分析。此外由于只分析了7月和10月虽然可以看出趋势，但说服力度不是很强，

非常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注释： 

[1]《政府工作报告》，朱镕基，《人民日报》，2002年3月17日（1） 

[2]《关注“弱势群体”》，邓志伟，《文汇报》，2002年3月29日（5） 

[3]《弱势群体已成重中之重》，张天蔚，《北京青年报》，2002年3月6日（4） 

[4]《社会转型中的弱势群体》，王思斌，《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3月第23页 

[5]《当代中国阶层研究报告》，陆学艺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8页 

[6]《国家出版署祝贺本报创刊20周年》，《今晚报》，2004年7月1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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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章：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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