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标题    媒介论坛用户名  密码    

媒介动态 传媒产业 传媒经管 传媒经济 传媒环境 广告业 传媒人才 舆论影响 传媒竞争 

新闻与法 新闻业务 新闻学习 新闻理论 新闻史学 新媒体 新闻伦理 传媒调查 媒介批评 

广电世界 新闻教育 媒介人物 大众传播 书店书评 新闻奖 传媒改革 传媒博客 传媒内参 

由疏离到和谐——媒体与农民关系之现状及解决 

时间：2004-4-10 12:49:50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徐景华 阅读3763次

  

发稿：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徐景华 

单位：南昌大学新闻系03研 

地址：南昌大学新闻系03研 

邮编：330047 

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20多年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尽管道路崎岖，荆棘丛生，急流汹涌，但还

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与20多年前相比，中国新闻媒介发生的深刻变化是中外有识之士和广大

受众所一致公认的，但是其中的不足也是客观存在的。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至少在短时间内仍会是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部分，大众传媒应该面向

全体人民，全方位地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无论是农民阶层还是城镇居民，都应该享受相同的

信息服务。但是当下的情况却是大众传媒与农村受众之间的关系颇为尴尬。这种尴尬主要表现

在农民享受不到与城镇居民相同的信息待遇，大众传媒对农村受众的漠视，广大农民在媒介内

容中的缺失。这种关系的持续发展从而形成：1）媒体对农民的忽视；2）农民对媒体的漠视。

此二者前者为因，后者是果，前者是自变量，后者是因变量，只有前者变，后者才可以随之而

变。近些年来，城乡人均收入悬殊越来越明显，贫富分化的鸿沟正在拉大，同样城乡居民在信

息需求满足量上的差异也十分明显，造成这种差距拉大的原因不是单一的，既有以往投资政策

的因素，也有媒体变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等等。总之，大众传媒与广大农村受众之间关系的

疏远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这种尴尬局面的解决不仅关系到大众传媒自身的生存空间，发展空间

的扩大，也关系到广大农民精神文化面貌的改变和农村与外界信息交流的扩大，甚至农村地区

发展的加速。我们欣喜地看到党的十六大与新一届政府已经将“三农”问题列为重中之重，04

年的一号文件是关于要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落后状况，为农业发展扫清障碍的。

与解决“三农”问题同步，农民受众在大众传媒事业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也到了应该逐步解决的

时候了。 

本文拟就目前传媒与农民受众之间的关系做一点剖析，并就如何改善这种关系提出自己的几点

设想。 

现状 

一、接触条件的限制，导致媒体与农民之间的距离拉大，甚至出现真空。 

省级党报在安徽、四川、黑龙江这三个农业省的千人拥有量分别是5.2份、3.7份、4.3份，而

在上海市的千人拥有量为32.2份。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什么呢？很明显是因为四川，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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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三个农业省的农民数量众多，他们千人报纸拥有量的数字极小从而导致城乡千人党报拥

有量远远低于上海这样的以城镇居民为主的直辖市。以笔者所在的安徽省霍邱县为例，广大农

村中党报所能到达的底层也无非是村民委员会（但据笔者调查也大多数没有阅读），普通百姓

少有见过党报的。诚然，农村的交通条件差，报纸发行渠道条件的限制都是报纸难以进入农村

的原因，我们也无意责怪，况且农村中能坐下来读报的机会也不多，农村生活的特点使农民获

取信息的渠道更多地指向了电视与广播，而又更偏向于电视（电视未普及前偏向广播），农村

当前的文化生活客观来说还是很贫乏的，与城市相比还不具可比性，所以电视对于农民来说既

是获取信息的方式，又是娱乐的主角。那末电视的情况又如何呢？自从我国实行户籍制度起，

城乡界限泾渭分明，城市里的广播电视网络由政府投资建设，而农村中的有线电视网络则要由

农民自己掏钱铺设。众所周知，有线电视网的铺设、运行、维护的投入费用是相当高的，这么

多的资金投入对广大收入本来就不高的农民来说无异于一笔天大的数字。因此，有线电视在农

村的普及极低。2001年，享用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有线电视网络接收卫星电视节目的受众，

在城市观众中达到85.6%。在县城及镇的受众中也达到83.2%。但是在农村，只有41.4%的人可

以享用到，尚不及城镇受众的一半（注：此41.4%的得来大多是抽样到县，再抽到其中有代表

性的村，这个平均值掩盖了老少边穷地区农民受众的实际。笔者所在的乡是十九个村中只有三

个村用上了共用天线）大部分的农民至今仍靠自备的普通室内（外）天线看电视，清晰度，稳

定性都不理想，而且收到的台又非常的少，节目质量又不高（因为只能接收到地方小台），其

结果是有电视却收不到好的节目，只能使农民对电视又爱又遗憾，当电视只用来接驳影碟机以

娱乐自我时，媒体与农民之间也就出现了真空地带。问题更严重的是一方面这种状况在没有得

到任何改善的同时，另一方面国家广电总局又已经宣布从04年开始将大力推进有线电视传输的

数字化，网络化进程，并且已经划定了过渡时间表，2015年全面传输数字信号，终止模拟信号

的传输。这对于广大农村来说岂不是又在媒介接触条件上进一步落后？至于宽带Internet网

络，绝大部分农村还是空白，与城市还不具备可比性。 

二、媒体变革过程中，产业属性的凸现及对利润的追求使其在内容上忽视、疏远了农

民。 

改革开放以前关于新闻媒体属性的认识只是停留在其意识形态属性上，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事

业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对本身的属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后地出结论：新闻事业既具有意识形

态属性，又具有产业属性，既是喉舌又是产业。进入90年代以来，媒体的产业属性更是进一步

凸现，在集团化和产业化的浪潮中，新闻媒介也在追求着利润的最大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媒

体在节目的定位上，自然而然地就偏向了高薪高消费、对于流行时尚敏感的有投资决策能力的

城市白领、中产阶级。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也就是吸引广告商的眼球，可以带来巨额的回报，这

也是近年来众多媒体在几大中心城市竞争激烈的主要原因。请看〈〈北京青年报〉〉的“标准

读者像”：36岁左右较为成熟的年轻人，拥有高中或大专以上学历，供职于政府机关，科教文

卫单位或企业事业单位的公务员，专业人士或“白领”阶层。浙江西湖之声电台开播时这样描

述它的听众群：年龄在15—45岁特别是18—35岁之间的，具有大中专以上学历，具有现代意识

的新生代群体。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避开了广大收入水平不高、消费水平不高的农村受众。从传

播学的观点来看，媒体所衡量的信息成本是所付出的代价与获得的报偿的比例。媒体之所以定

位于收入丰厚、追求时尚、支付能力强的城市白领、中产阶层，在节目内容的安排上尽量去迎

合他们的口味,就是想获得高额回报,包括经济上的和社会影响力上的。因此近年来充斥于电视

屏幕的尽是“都市言情”、”白领公寓”，“公安·反腐”等等。这样的题材洋溢的是百分之

百的现代化都市气息，反映的是政府公务员，城市白领，中产阶层与他们距离很近，自然他们

也就成了最多数的受众，这样的题材中丝毫不见广大的农村的乡土气息，农村的现实文化生

活，在心理上，地理上都与广大农民隔着很大的鸿沟，短时间内都不可能逾越，农民也就不可

能成为其重要的受众，甚至有时候还会产生负们面作用：都市题材中的奢华场面，享乐人生有

可能激起并不富裕的农民的严重失落感（在中年人中犹甚），心理的不平衡，对城市人的愤恨

进而仇富。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农民中的青年大概迄今还有这样的印象，八九十年代电视中播映

的《辘轳 ·女人· 狗》、《老井》、《趟过男人河的女人》等电视剧是何等的受欢迎，一些

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广播剧、评书让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旁聚集了多少人┉原因何在？乡土的生



活，农民喜欢的表达方式就是可以勾起农民的共鸣！仍以笔者所在的安徽霍邱县为例，这两年

有很多乡镇都建起了小型的电视发射台或插转台（很多是未经批准设立，非法的），把以前在

农村中盛行的乡村戏曲、评书刻录成光盘播放，在农村中居然大受欢迎，农民还可以花钱点播

自己喜欢的戏目播放。这样的现象我们姑且不去讨论其合法性与否，单就其产生的效果来说也

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再就纯新闻来看，城市也是新闻的主角，涉及农村的人，事只占相当少的比例。广播中有“市

民热线”，电视中有“**零距离”，惟独农民又一次缺了位。难道是广大农村中没有新闻吗？

其实还是经济上的原因。电台、电视台、通讯社、报社都在城市里，城市中人口高度集中，交

流活动频繁，有便捷的信息传播渠道；而农村地区，边远地区却相对封闭，生活稳定性较强，

而且交通不便，通讯不畅，专业人才缺乏。这样同时在农村与城市采访与制作新闻，无疑在农

村会付出更高的代价，并且农村新闻对城市中媒体的白领受众有不具备吸引力。因此媒体记者

就很少走向农村而成天奔波于城市之间。在农村中有这样的怪现象：有些农民对城市报道不感

兴趣，对县市省领导人活动漠视，他们中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所在的省市县领导人是谁，却知道

布什、陈水扁、拉登、萨达姆，这也许是因为世界性的题材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吧！ 

三、少数媒体开设有关于农村、农民的专栏节目，但内容却止于“隔靴搔痒”，零碎不

系统，不知道农民真正关心之所在，仍然与农民关系疏远。 

“全国上千家电视台开办农村栏目的只有1%”，即使这些媒体开办了农村节目，在物力、人力

及节目的安排上投入又不够，又流于形式，仍然得不到农民的喜爱。在有些媒体的农村节目

中，主角不是农民，栏目是政府机关的宣传室，内容是政府机关的宣传材料，呆板的形式让人

生厌，对农村中的有些事件的报道不实，按政府机关的意志行事，令农民不信任。农民关心的

生产资料价格与粮食价格问题在媒体上只见政府监管机构一次又一次表示要打击不法商贩提高

种子、农药、化肥价格与压低粮食价格行为，粮站表示不扣斤短两、公平收购，可是现实生活

中却不见行动、不见改观，农民依然处于受害者地位，这样的节目怎能让农民热心呢？农民到

底需要什么？农民关心什么？我们的很多媒体还是处于未知状态。笔者所关注的媒体中，农村

节目做的还不错的也只有中央电视台的七套农业频道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中

国农村报道》，但也不是尽如人意。前者因为用卫星发射致使广大没有有线电视的农民收看不

到，其内容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农民报道》都以农民为主角，确实反映了一些农民在技

术上、生产上以及在维权过程中的问题，让农民的声音在媒体中出现了，可是由于他们只重视

零碎意见的反馈，没能形成系统，又缺乏一线记者的调查报道，在贴近性上尚不能深入民心，

仍然较难获得农民受众。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农村报道》的口号“来自农村最前沿的报

道” 确是言过其实了。两大权威媒体尚且如此，其他媒体的情况也就不言自名了。在针对农

村、农民的报道上，媒体往往不能主动出击，总是处于被动地“要我报道农民”，而非“我要

报道农民”上，对农民关注不够。谈起农村报道就是“种子农药化肥的价格”，而对于农村的

文化建设、基层组织建设中的问题，乡村干部的简单粗暴作风，乡镇干部越权侵民，不合理收

费、变相收费问题却鲜有报道，而这些恰恰是农民所关心的。同时，对于农民接触媒体的方

式、目的、选择偏好等了解不够或是不了解，以至于媒体自以为辛辛苦苦制作的节目，结果农

民并不领情。广大媒体在城市题材上可谓做到了极至，从生活小事、公交住房、消费投诉、社

区医疗到娱乐休闲，贴近性相当强，为什么在农民题材上就卡壳了呢？ 

出路 

当然造成上述传媒与受众之间关系疏远的原因并不仅仅只是媒体自身造成的，它只是整个大的

社会变革过程中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要解决它也并非只是凭借媒体自身便可以完成

的，政府、媒体、受众都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一、国家应加大力度加强农村广播电视基础设施的建设。 

 



在目前广大农民尚不太富裕的背景下，政府应以国家财政投资进行广电设施建设，扩大频道资

源，让广大农民兄弟收听、收看到与城镇居民同等质量的广播电视节目，农村居民已经在经济

上落后了，不能让他们在精神文化上再贫困了。不然，“知识鸿沟”的存在会更进一步拉开他

们与城市居民在经济上的差距，从而导致恶性循环。1998年—2000年的三年间，各级政府共投

资了16.2亿元实施的“村村通“工程使10万余个行政村接通了广播电视，改变了上述农村的传

播环境，使七千余万农村居民听到了广播，看上了电视。这项工程应继续下去而不应停滞。当

然农村居民居住分散客观上给“村村通”带来了困难，加大了投资。那么可不可以考虑在居住

分散的地方放开小型卫星接收天线的安装呢？这种家用设备经济实惠（市场价格200元至1000

元不等），抗干扰性好，在一些农村已经有人安装，只是一直处于地下状态，没有得到政策的

许可。这里面牵涉到涉外电视台的接收，但从技术的角度来说是可以处理好的。可以由国家授

权专门机构改进技术、批量生产，既可以有效控制，又可以降低成本为农民所接受，此举相信

会降低“村村通”工程的成本。 

二、商业化运作的媒体应负起切实的责任。 

既然刊号频率是国家资源，媒体使用它就不能光为自己谋利，应有“兼济天下”的责任意识，

在追逐利润的同时也不能忘了自己“公器”的性质和自己的文化属性，踏踏实实地为农村的发

展作一点贡献。媒体记者应更多地深入到农村，多多反映农民的生产生活。从长远看农村必将

繁荣，也是众多媒体能切分的最后一块蛋糕，农村并非没有市场，只是媒体自身缺乏调查分

析，不能把握农民的接受心理和接受方式。在中央已把“三农”问题确定为重中之重的背景

下，媒体更是有必要向农村延伸，向农民提供他们关注和喜欢的内容，这样不仅为农村发展作

出了贡献也拓宽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壮大了自己，可谓“一箭双雕”！当然，将目光投向农村

不会像在城市中策划一个节目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它的投资成本的收回也许会很长，但

是一个谋求长期发展的媒体是不应该近视的。 

三、县市级媒体应转变作风，加强理论学习，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在距离农民最近的地

方实践“三贴近”原则。 

从地理位置上看，县市级媒体确是距离广大农村最近的地方，是最基层的媒体；从理论上讲，

它应该是最能接近农民、反映农民心声的，可有时情况却是恰恰相反。据笔者接触的农民反映

（笔者也有体会），县市级媒体的农民意识并不强，反而官本位的意识更浓。有些县市级媒体

甚至会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刊播虚假广告，坑农害农的事件也屡有发生。近年来，中央及省级

媒体从业人员大都完成了新老交替，大量专业人员涌了进来，他们受过良好的专业教育，大多

能按新闻规律办媒体。而县市级媒体在这方面改观并不大，从业人员素质不高，媒体领导又不

按新闻规律办事，唯上不唯下，问题大多出在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并非新闻媒体专业人员出

身，没有受过系统的新闻专业教育，并不太懂新闻。每届政府改选时由其他部门交换到媒体，

自己又不加强业务学习，仍然沿用原先行政机关的那一套来经营管理，不深入到基层，不关心

农民疾苦，整天围着领导转，简直成了领导的活动记录员。江西省原广电厅副厅长陈柏森同志

说过，在他接触过的县市级媒体领导中很多都是非新闻专业出身又不懂新闻规律的。这种情况

应该改变了，不能再由外行领导内行了。加强基层媒体人员的理论、业务培养、提高他们的修

养，可以发挥他们距离农村最近的优势，可以很方便的倾听农民心声，知道农民最需要什么，

喜欢什么样的形式，用于改进自己的新闻报道方式和涉农节目的安排，联系基层单位解决问

题，为农民提供服务，实实在在的在基层实践“三贴近”原则。这方面的优势是中央、省级媒

体无法比拟的。基层媒体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可以成为宣传农村、反映农村、贴近农民的中坚

力量，笔者认为这也是未来县市级媒体走出目前发展困境、确立自己地位的出路（与中央、省

市级媒体相比它无疑是弱中之弱）。 

四、十几年来，许多新闻传播、社会学者做过了不少关于大众传媒与农村农民关系的研

究，像陈崇山、弭秀玲在1989年做的“我国农村新闻传播现状研究”、1985年江苏省社科院做

过的农村典型调查数据以及本世纪初南京师范大学方晓红教授的研究课题《大众传播与农村》



等等，都为我们改进大众传媒与农民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让他们的科研成果早日成为大众

传媒贴近农民的实践，也应该是一条增进传媒与农民亲和力的一条捷径。 

最后希望伴随着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春风，我国广大媒体多多反映农民，为农民说话，实

现媒体广大农村受众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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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疏离到和谐——媒体与农民关系之现状及解决 会员评论[共 1 篇] ╠

应该多关心农民,他们是真正的英雄.用自己的血汗支撑着社会的前进.媒体是为他们呼吁与争取合法利益

的有效途径,要贴近他们,多取鲜活的新闻!! [逍遥龙9zy于2004-4-15发表] [1篇回复] 

 

╣ 我要评论 ╠

会员名：    密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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