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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纸民生新闻的发展历程与成就

蒙晓阳 李 华

2012-11-25 20:21:19  来源：2012年08月20日14:57 新闻爱好者 

   【摘要】梳理中国报纸民生新闻的发展历程：从1979年至1994年的形成期，到1995年至2006年的繁荣期，再到2007年至今

的转型期。总结中国报纸民生新闻取得的主要成就：强化报媒受众意识、促进报业体制转型、推动社会制度改革。由此展望中国

报纸民生新闻的走向：强化新闻选择意识、加强深度报道、坚持“民生”方向并借鉴公民新闻理念。 

  【关键词】报纸;晚报;报业;都市报;民生新闻 

  民生新闻是以平民视角与立场、以与平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实为内容的新闻报道。换言之，要成为民生新闻，新闻选材

须密切关注百姓日常生活，并以平民的视角和立场去报道这些内容。由此观之，民生新闻不是特定的新闻体裁，也不是某种新闻

媒体的专利，它可以呈现于任何新闻媒体上。在国内，“民生新闻”这一术语正式提出于2002年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城市频道

《南京零距离》开播之后，但采取“民生”视角和立场来报道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新闻，却远远早于此时。民生新闻的萌

芽及诞生最早是依托于报纸的，此即本文研究中国报纸民生新闻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在于，改革开放后报纸民生新闻与中国报

业改革同步发展，记载着中国报业与民生新闻的辉煌历程，对报纸民生新闻进行梳理能大致窥探出中国报业与民生新闻的变革方

向。 

  发展历程 

  形成期：1979年至1994年。中国民生新闻随改革开放后首批晚报的兴起而诞生。自从1979年11月《南昌晚报》复刊并成为改

革开放后的第一份晚报，国内晚报便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作为新中国第二代晚报，这代晚报不同于党报，也不同于“文化大

革命”前产生的第一代晚报。报道视角及内容逐渐平民化是它们与当时党报的主要区别。[1]产生这种变化的理由在于：创刊宗

旨将报道视角与内容定位于平民。当然，晚报宗旨的平民化倾向与环境变化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后，中国报纸逐渐走向市场。晚

报没有党报的强大后盾，必须牢牢吸引受众才能生存，恰好顺应了中国报业市场化的潮流。 

  与“文化大革命”前产生的第一代晚报相比，第二代晚报注重强化“新闻”内容，更加重视受众的新闻需求。第二代晚报突

破了“晚报是日报的补充”、“晚报是拾遗补阙的，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读物”的传统局限，成为全方位报道本地和外埠新闻的新

闻纸。[2] 

  繁荣期：1995年至2006年。1995年1月1日创刊的《华西都市报》提出“全心全意为市民服务”的办报宗旨，其以民生新闻为

主打的办报风格成为中国都市报创业成功的重要原因。《华西都市报》创刊三四年便创造了发行量逾50万份、广告收入上亿元的

奇迹。受此影响，此后五六年间全国都市报猛增至100多家，其办报理念被称为“《华西都市报》模式”[3]，其他类型报纸也纷

纷把民生新闻视为其重要内容。以广州为例，广州地区的6家日报，除在要闻、时政、经济、法制等各个板块中突出民生色彩，

以及在日常动态新闻的处理中突出民生新闻价值取向外，在主打本地城市人群的广州新闻方面，也增加了不少民生新闻的分量。

民生新闻已经成为报纸同城竞争的焦点之一。[4] 

  转型期：2007年至今。2007年《楚天都市报》率先提出“主流化转型”，引发以“主流化转型”为主题的全国都市报第二次

创业，作为都市报主打的民生新闻由此进入转型期。中国报纸民生新闻需要转型的原因在于：第一，民生新闻低俗化、琐碎化、



娱乐化等问题凸显，其品质提升遭受阻碍。第二，公共新闻对民生新闻形成冲击。公共新闻的重要特点在于：媒体不仅报道事

实，还需通过议程设置介入公共事务，发起和引导公众讨论，以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与民生新闻关注平民日常生活小事不同，

公共新闻更关注公共利益、更关注如何提高公民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能力，从而在更高层面上形成与民生新闻的竞争。因此，有

学者认为引入公共新闻理念是民生新闻突破自身缺陷、获得进一步发展的途径。[5]第三，媒介生态环境变化。以民生新闻为主

打的都市报成功后，党报、晚报、行业报之类的其他报纸争相效仿，导致“泛都市报”现象，使承载民生新闻的传统报媒急剧变

化。同时，依托新媒体而生的公民新闻(又称“参与式新闻”)抵消了报纸民生新闻的部分优势——不但公民新闻的内容为受众所

关注，而且普通受众也可作为报道者参与新闻报道。 

历史成就 

  在32年发展历程中，中国报纸民生新闻所取得的成就大致表现在三方面： 

  强化报媒受众意识。报媒只有关注受众生活、牢记受众需求，才能赢得受众、赢得市场。30多年来，中国报纸民生新闻逐步

做到以下两点： 

  一是鼓励群众发言。“民生新闻”的“民生”二字决定了这类新闻要报道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要使广大民众成

为新闻的主角，鼓励群众发言便成为“民生新闻”的题中之义。在这方面，中国报纸民生新闻的特色在于：(1)参与主体广泛。

一方面，参与主体种类繁多。比如，根据对1995年9月至1996年8月一年内《华西都市报》的统计，其报道的人物包括教师、学

生、孤寡老人、残疾人、基层警官、士兵、居委会干部、打工仔、流浪儿、下岗女工、老红军、荣誉军人、保卫干部、守厕人、

保姆、管道工、城管监察、军嫂、郊区农民、修鞋匠等各种不同身份的群众[3]80。另一方面，以市民为报道对象的新闻比例较

大。比如，1997年4月2日《华西都市报》报道165条新闻，其中反映市民活动的新闻和实用新闻占120条;1999年1月2日《南方都

市报》报道141条新闻，其中反映市民活动的新闻占75条;2001年4月5日《东方新报》报道92条新闻，其中反映市民活动及实用性

的新闻占61条。[3]114(2)发言内容全面。不同于以往正面典型报道的“高、大、全”型人物和公式化报道带来的虚假感[6]，报

纸民生新闻倾向于通过披露更全面的被报道对象言论来展现丰富的人物内心世界与更多姿多彩的日常生活。比如《华西都市报》

报道下岗女工，就改变以往正面典型报道的公式化写作模式，将其下岗后的思想斗争、艰苦创业和自强自立的过程娓娓道来，

[5]81让受众觉得这才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而不是毫无缺陷、遥不可及的英雄式人物。(3)发言平台广。很多报纸设置供民众

发言的专门版面，比如《新华日报》与《新闻晨报》设民生新闻版，《武汉晚报》设民生新闻栏目，《都市消费晨报》设“民生

热线”、“情感倾诉”、“百姓纪事”、“休憩茶园”，《钱江晚报》设“民情日记”、“运动人生”、“零点人物”、“助理

手记”等。另外，也有不少报纸经常围绕“市民”开展新闻策划或活动策划，比如《都市消费晨报》的“谁是最幸福的女人”、

“最上镜儿童评选”等。(4)发言效果好。民生新闻能使民众更多地行使舆论监督权，是以发言主体种类繁多和发言平台范围广

泛为基础的。因此，与其他各类新闻报道相比，报纸民生新闻使群众能够更方便地行使言论自由权利，尤其是能够更好地实施舆

论监督，使群众发言取得更好的效果。 

  二是疏导群众情绪。民生新闻贴近性强，更易让群众接受，因此其“排气阀”功能可得到更好的发挥，有利于缓解社会矛

盾、维护社会稳定和谐。近年来国内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较严重，在报纸民生新闻的帮助下，相当一部分这类问题获得及时

解决。 

  与国家改革事业相互促进。报纸民生新闻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改革的总体方向是一致的，因此能够相互促进。一方面，社会主

义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此背景下，报业必然进入市场，打破原有的纯粹事业单位体制。晚报的兴

起、都市报的勃兴及转型，其实质都是报媒为适应市场经济而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民生新闻则是报媒在进入市场、谋求发展的过

程中所找到的一种合适的新闻类型。另一方面，民生新闻帮助这些报媒在市场站稳脚跟，这些报媒的成功又为党报体制改革提供

良好借鉴，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改革的目标实现——媒体既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又是一种可以适应市场需求的信息产业。 

  推动社会制度改革。在推动社会制度改革方面，报纸民生新闻也作出了较大贡献，主要表现为： 

  一是促进医疗制度改革。例如，2010年12月22日《楚天都市报》以《医院过度医疗被判赔付9万元》为题引发公众对过度医

疗问题的关注。[7]解决过度医疗问题正是医疗制度改革的一部分。 

  二是促进法律制度改革。例如，报纸民生新闻对2003年孙志刚事件的报道促使《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



对国内近年来一系列被拆迁人自焚事件的报道促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出台。电动自行车国标修改被搁置也得益

于报纸民生新闻的报道。 

未来走向中国报纸民生新闻确实面临挑战，有关如何克服困难的思考或许可揭示其未来走向。 

  强化新闻选择意识。当前报纸民生新闻的弊病之一是琐碎化，即凡与民众有关的、民众想看的所有琐事均报道，甚至不回避

八卦消息、个人隐私，从而导致民生新闻品质下滑。为此，报媒应强化新闻选择意识，同时考虑新闻价值与受众需要，尤其是受

众真实的、合理的需要。 

  加强深度报道。由于民生新闻已在不同类型的报纸之间、不同的传统媒体之间铺开，各媒体的相互借鉴较频繁，使民生新闻

同质化现象严重。考虑到报纸的时效性稍弱于电视，报纸想要在与其他报纸的竞争中甚至与电视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基本上只有

加强深度报道一途可行。 

  坚持“民生”方向并借鉴公民新闻理念。伴随着新媒体尤其是网络的出现，“公民新闻”①应运而生。有研究表明，现阶段

超过40%的新闻首发者不是专业的新闻媒体和媒体工作者，而是作为普通公民的“博客”、“播客”，这一“公民新闻”的浪潮

还将进一步扩张其“领地”，使专业新闻媒体在提供新闻方面的比例日渐收缩。[8]新媒体及“公民新闻”已对专业新闻媒体造

成强烈冲击。对此，报纸民生新闻首先应坚持“民生”方向，这毕竟是民生新闻的传统优势所在。同时也可以适度借鉴公民新闻

理念，鼓励群众参与新闻活动本身与民生新闻基本立场并无冲突，力求放大报纸民生新闻的传统优势。 

  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报纸民生新闻仍需持续发展壮大，这不仅是由于过往辉煌历程所带来的历史惯性，也是由于报纸

民生新闻具备的功能与优势的无可替代性。 

  注释： 

  ①所谓“公民新闻”，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美国一位研究新媒体的专栏作家马克格·拉泽认为：“‘公民新闻’就是让

没有经过专门新闻训练的普通公众通过运用新的传播技术和网络全球传播的特点创作新闻信息，在为传统媒体提供的新闻信息增

加新的素材的同时，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对媒体所提供的信息进行查证和检验。”(参见蔡雯，郭翠玲：《从“公共新闻”到

“公民新闻”——试析西方国家新闻传播正在发生的变化》，载于《新闻记者》2008年第8期)(蒙晓阳为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

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李华为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2011级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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