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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代女新闻工作者职业地位批判 

 
［摘要］当下中国从事新闻工作的女性总人数可谓“顶起了半边天”，尤其是在当下中国电视领域，女新闻

工作者更是独放异彩。但另一方面，女新闻工作者在现实中却不排除被娱乐化的成分；她们主要分布于“软新

闻”领域，却逐渐涉足“硬新闻”领域并为此付出诸多代价；她们进入传媒决策层的人数较少，而且进入其间的

少数女性未必一定愿意或者能够扭转“女新闻工作者乃至全社会女性遭受性别歧视”这一现实。可以说，当代中

国女新闻工作者总体上依然处于边缘或非中心地位；其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媒体竞争对女性的商业化

利用等等。 
［关键词］中国；女新闻工作者；职业地位  

 

 

 

一、从业者人数：“顶起了半边天” 
 
 

首先，列出不同调查者在不同年代、根据不同的调查侧重点进行调查得出的5组数据，粗略展示中国女新闻工

作者在总人数方面的大致状貌，借以形成一个概念：当下中国，女新闻工作者已经在数量上“顶起了半边天”。 
一是卜卫1998年发表于《妇女研究论丛》的文章表明，中国大陆从事采访、编辑、翻译、校对、播音和节目

主持等新闻工作的人员近20万，其中女性占2.8万，占22%。在报业，女记者占全部记者、编辑的27.5%；在广播电

视行业，女性占37.3%；在通讯社，女性占29.2%；女新闻工作者平均年龄为35岁，80%以上具有大专学历[1]。二

是1983-2000年的《中国新闻年鉴》共辑录2417位知名新闻工作者，其中女新闻工作者157人，仅占总人数的6．

5％。三是2003年11月，全国各新闻机构陆续通过“中国记者网”为符合换发条件的新闻采编人员申请领取新版新

闻记者证。2006年1月召开的“媒介与女性”北京国际论坛提供如下数据:截止2005年底，广电总局颁发编辑记者证

120999个，其中女性占39.9％；播音主持证16041个，其中女性占69.6％。在1300多名期刊新闻记者中，女记者高

达700多名。 
其次，近些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女生报考就读新闻专业，许多新闻院系的本科生乃至硕士研究生中绝大多数

是女生，可见中国女新闻工作者队伍具有充足的后备力量。 
其三，我国少数民族女新闻工作者人数也在明显增多。1999年陈崇山的调查结果表明：在全国55个少数民族

中，已有43个少数民族有女新闻工作者①。 
这些可喜的数据吻合了“女人是天生的信息传播者”之理论，美国普利策奖评委会前任主席、《纽约时报》

前主编西摩·托平夫妇对当代女性在传媒业中的崛起做出如此点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亚洲大趋势》中断言:

“假如典型的产业工人是男性，那么典型的信息个人则属于女性。”[2]。  
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新闻领域里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性别平等。反之，当下中国电视领域女新闻工作者独放

异彩，却不排除被娱乐化的成分；主要分布于“软新闻”领域，却涉足“硬新闻”领域并为此付出诸多代价；进

入传媒决策层的人数较少，而且进入其间的少数女性未必一定愿意或者能够扭转“女新闻工作者乃至全社会女性

遭受性别歧视”这一现实。 

 

 

二、电视领域:独放异彩又含有被娱乐化成分 
 

 

作者：张艳红 石义彬  



强调视觉效果的电视媒体大量推出一些亮丽明媚、果敢优雅的女记者出镜，其“养眼”的视觉效果、与男记

者一样练达成熟的专业技能、女性惯有的人文视角和细腻生动的写作风格，大大吸引了观众的眼球。在这种“随

着信息的发展，有价值的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语）的注意力经济媒体

时代，女记者在赢得受众眼球的同时也为自身打出了一个展现其观感、思想和智慧的机遇与平台。 
媒介经济实质上是一种注意力经济；美貌则是一种引起人们注意、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已被商品化的资源。随

着全球电视机构竞争的全球化以及对观众注意力的争夺，女记者/女主持人的美貌（当然也包括男记者的潇洒与男

主持人的男性魅力）作为一种盈利元素而被加以利用，通常是在“观众娱乐的心态中被观看、被欣赏和被评价；

占有视觉效果先机的强势媒体电视则是为其主持人宣传造势，专门打造出根据女主持人或女记者风格、特质而精

心度身定造、最能展示其魅力和亲合力的栏目”。 
无论是凤凰卫视的吴小莉、陈鲁豫等一批被观众誉为“美女主持人”的主持人，还是中央电视台被观众誉为

具有知性美的董倩和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柴静，她们的知名度与品牌价值，既是其个性与人格魅力、专业技能与

职业精神、对其职业权利的主观争取相互整合的结果，也是这些电视机构顺应媒体市场竞争和商业化浪潮、利用

观众对女性性征的高度注意而加以迎合与满足的结果。这些电视机构在运用这些市场竞争策略的同时，也客观张

扬了女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权利。 
最典型的是2003年凤凰卫视在伊拉克战争中，刻意安排清一色的女记者作为报道主力，其决策者刘长毫乐不

讳言“明星路线”。电视媒体中女记者的娇柔身影缓解了战争本身的残酷，契合了观众“压力需要释放”、“人

性层面需要足情达趣”的心理期求；女记者们深入战争前线采访，颠覆了“战争让女人走开”的旧观念，这种性

别壮举造成的悬念本身就是新闻价值要素之一；女性常有的感性、母性、人性的外表形象、特有的柔音韵味，使

得战争报道中的女记者更有性别亲和力。 
同样地，中央电视台和各地方电视台使用女记者出镜和女主持人打造品牌栏目，既是女新闻工作者自身努力

争取自身发展空间的结果，也是各电视台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电视机构，由于市场竞争而对女性特征的主观利用和

客观解放。 
世界上第一个女电视记者是1948年被美国广播公司(ABC)录用的波林·弗雷德里克，她“改变了电视诞生以来

观众只能从男性口中获悉新闻的收视习惯，也从此推开了电视业阻拦在所有女性面前的栅栏”[3]；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CNN）许多新闻栏目的出镜女记者或女主持人既有美丽的外表，又有良好的专业技能。 

 

 

三、报道领域：涉足硬新闻领域并为此付出多倍代价 

 

 
女新闻工作者主要分布于“软新闻”领域，近年来却越来越多地为涉足“硬新闻”付出多倍代价，这种性别

分工的潜规则和性别角色陈规是形成女新闻工作者当下职业地位的客观原因。  
（一）主要分布在软新闻领域 
当前，我国女新闻工作者主要从事所谓软新闻报道：社会新闻（40%）、名人新闻（50%）、艺术和娱乐新

闻（48%）；而像政治和政府新闻、商业和经济新闻这些所谓的“硬新闻”，女性新闻工作者过去较少涉足。即

便是对女性产生深远影响的性别暴力的新闻题材，“占主导地位的仍是男性的声音，女新闻工作者的声音只占

36%。”[4] 
然而近些年来，女新闻工作者从事硬新闻报道的比例却不仅有所增加，而且还涌现出一批知名度很高的女新

闻工作者。举例来说，一是深刻透析英国而写出大量软、硬新闻的女记者梁丽娟。其专著《从内部看英国——一

个女记者的见闻》涵盖了英国君主制、政党政治、英国外交、英国经济、电信和交通、妇女-恋爱-家庭、文化生活

（参阅梁丽娟专著，1989年版）等等，软、硬新闻领域无所不涉。二是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倩，其新闻作品集《冰

点、热点、焦点》中，就有《斩断伸向举报人的手》、《销号违规车护航一票制》、《正义与邪恶——二十分钟

大搏杀》等有深度的硬新闻。 
上述数据和特例能否说明“女新闻工作者在新闻领域遭遇性别歧视”？这里借用经济学家薛兆丰对“歧视”

一词的释疑予以客观的阐释：从国内外女新闻工作者成功的个案来看，其成功似乎超过了许多男新闻工作者，那

是她们与其他女新闻工作者和男新闻工作者们在机遇、才能、智慧、勇敢和奉献等方面的全面竞争甚至是付出多

倍代价而赢得的；成功的新闻工作者，男性依然占绝对比例。 
这是因为，男、女新闻工作者在报道范围和角色分布方面，一开始就被予以“你是男性，适合硬新闻报

道”、“你是柔弱、感性、被动、麻烦多多的女性（包括生儿育女、外出采访的人身安全等等问题），适合软新



闻报道”之主观设定，属于起点上的不平等，这种“男新闻工作者被主动赋予”VS“女记者被动争取”有利的工

作平台，形成了新闻领域性别分布的潜规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男新闻工作者居于中心、女新闻工作者居于边

缘”的整体职业地位，是一种既似有形又似无形、“由暴力最强者（权力属于文明暴力）说了算的低成本伤害能

力，在官吏手里（在决策者手里）就是合法伤害权。”[5]  
（二）涉足硬新闻领域，却承受多种压力与偏见 
战争、体育、科技等所谓硬新闻领域的主要规则由男性制定，敢涉禁区的“女记者无疑被视为一个异质符

号”。女记者们挑战传统女性角色定位，克服女性生理弱点、顶住来自家庭或是社会的心理压力，不仅活跃在软

新闻领域，而且在硬新闻领域新闻展现了“巾帼不让须眉”的风采。但是这些女记者们却不得不为此付出了多倍

努力、承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生理痛苦、世俗偏见和心理压力。此处拟以几位女记者为例予以个案分析。 
个案1：被誉为“战地玫瑰”的凤凰卫视女记者闾丘露薇。她于2003年3月24日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巴格达，成

为伊拉克战争爆发后进入巴格达的第一位中国记者、全球唯一现场采访第一批巴格达难民的记者。她在赢得世人

关注和敬佩的同时也引起了舆论哗然。 
这种“舆论哗然”颇为令人玩味：一是暗含着这样的性别偏见：女记者在体质、理性和社会洞见力等方面均

不如男性，适合报道软新闻；女记者闯进硬新闻领域竟然成功了，属于非常态。二是深涵着女新闻工作者似是而

非、无法言说的无奈与苦涩：凤凰卫视特意推出身影娇柔的女记者与严酷血腥的战争场面形成强烈对照与悬念，

是对女性性别特征的商业化利用，女记者的成功一部分得益于女性身份吸引受众眼球和世人对女记者的低期望

值。闾丘露薇事后反复声明“我首先是人，其次是记者，最后是女人”，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种无奈与苦涩。 
个案2：被誉为“足球宝贝”的女记者李响。2000年，她调任《足球》担任中国国家足球队随队采访记者，其

亚洲杯系列报道《西征日记》和世界杯小组赛的《随军手记》曾经响誉足球界，吸引了许多球迷；后来她担任国

足教练米卢的专访记者，十强赛前被《体坛周报》以高薪300万挖走；她发挥女性细腻、感性的性别优势，迅速取

得米卢的信任并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友谊，一度成为炙手可热的媒体新闻人物。她从一个职业女记者成为受众的审

美客体，既源自媒体商业化的主观推促，也涵有“既被媒体利用、被受众观看，再利用媒体争取自己的发展空

间”的悖论。 
需要指出的是，“女记者被观看，不一定意味着歧视”和“男人对女人的‘色’，其实是欣赏”的论调，均

属似是而非的思维悖论。因为前者是以忽略李响的职业精神与专业技能为前提，刻意渲染其美女身份；后者模糊

了“色”与“欣赏”之间的界限：“色”包含着一定的非法/强制占有的心理倾向，“欣赏”透出尊重与无私的意

念。单纯的“人性论”和“媒体竞争论”成为漠视女记者的专业技能、物化其外貌性征的合理借口，却也是新闻

领域乃至整个社会性别歧视的最顽固的意识根源。 
由上观之，一些女记者大胆涉足政治、体育、战争等所谓的硬新闻领域，与男记者争夺工作权和话语权，其

成功是以多倍的努力与付出、承载着沉重的压力和多种偏见为前提的：或是极力强调职业精神和专业技能，努力

否认性别差异，融入男权社会、谨遵男性社会的游戏规则，赢得本应属于她们却因为人为划分“软新闻与硬新

闻”而遭遇无形剥夺的工作权；或是巧妙利用自身的女性身份赢得自己的工作权和发展平台，模棱两可地任由媒

体将她们当作“被看者”而肆意炒作，莫衷一是地容忍受众将之当作满足其窥视心理的“花瓶”。只有被关注的

信息才是有价值的信息，赢得受众关注是记者职业成功的一个外化表现。这恰好是那些被媒体利用或被受众猜测

成“增加靓丽指数”的美女记者们的软肋。 
四、决策权：进入决策层的女性比例低 
事实上，我国女新闻工作者总体上依然居于附属位置。这可从其职称分布、进入决策层的比例及其抗衡性别

歧视能力的微弱得到说明。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现状与发展”课题组1995年所做

的职称调查，得出以下数据：在拥有高级职称的11236名新闻工作者中，女性仅占17. 12%；获得中级职称的34650

名新闻工作者中，女性占28. 07%；具有初级职称的41435名新闻工作者中，女性占41. 49 %。同样地，女新闻工作

者新闻作品获奖的比例也低于男性。女性职称明显低于男性。排除工龄短、学历低[6]、承担生儿育女或家务负担

更多等等客观因素，女新闻工作者在工作领域、报道范围等方面被人为置于低起点、非重点和她们自身因此产生

的消极心理暗示，是其获奖作品少于男性、职称总体上低于男性的重要原因。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现状与发展”课题组1995年所做

的决策层男女比例调查表明：在国内传媒的高级决策层中，男性占91. 5%，女性仅占8. 5%。在中级决策层中，男

性占82.4 %，女性占17. 8%。只有4.4%具有新闻专业职务的女新闻工作者进人报社、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

的社务委员会或编辑委员会。第四次世妇会之后，带有“政治性”和“应景性”的呼吁女性权利的热潮渐褪，中

央电视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中央级新闻单位的女性编委数量减少，而进人副总编一层的女性更少。在新

闻事业比较发达的上海，媒体决策机构(党委会、社委会)中,男性占89.6%,女性只占10.4%；大多数女新闻工作者认



为女性难以进入媒体的决策层。  
男女新闻工作者如何看待女性进入新闻机构决策层问题上存在的不平等？2001年，上海市女新闻工作者现状

抽样调查组得出的数据表明：上海14家媒体接受调查，只有1.9%的女新闻工作者认为男女在进入决策层方面是

“完全平等”的，男新闻工作者中认为“完全平等”的也只有3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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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比男性难上七倍。”② 
女性难以进入新闻机构决策层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由于决策者对权力利益的顾虑和对女性的偏见（比如，

“女性优柔寡断、决策魄力不够、组织能力差”），兼因社会潜意识中存在排斥女性的倾向，法律层面的平等、

实际层面的不平等一直存在。二是现有的决策层绝大多数是男性，他们在应付、防范其他男性竞争者的同时，更

不能容忍女性参与这种竞争。当男、女竞争进入决策层，他们不会优先考虑女性。三是女新闻工作者拥有高职称

和获奖机会均低于男新闻工作者，挑选范围狭窄、硬件条件不占优势。四是大部分女性患有成功恐惧症而不愿进

入决策层，宁愿埋头业务也不愿指挥别人；顾及家庭责任、害怕当领导影响家庭稳定。五是女性群体意识不强，

自己不能进入也不能容忍其他女性进入决策层，女领导与女下属之间缺少相互支持、彼此守护的良性循环。 
在男性中心的媒体秩序里，女新闻工作者争取决策权的过程将是艰难而漫长的，消除“玻璃天花板现象”③

需要女新闻工作者（甚至需要形成群体力量）与男性决策者乃至整个社会进行谈判、对话、协商与沟通，赢得了

解、同情、理解与尊重；她们争取决策权有一个基本的底线：不遭遇性别歧视，争取拥有决策的实践平台和锻炼

机会，逐步消除起点上的不平等。 
结  语 

当代中国女新闻工作者整体上依然处于边缘或非中心位置，其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媒体竞争对包

括女新闻工作者在内的女性的商业化利用、女新闻工作者在社会性别意识与性别敏感方面的薄弱或虽然强烈却缺

乏推行力、女新闻工作者缺乏较强的群体意识、女性进入媒体决策层人数少或者进入决策层却不愿或不能张扬社

会性别意识等等。社会性别意识或性别敏感应该作为判断“新闻价值”的必要元素和“选拔德才兼备的女新闻工

作者进入传媒决策层”的必要标准。 

 

 

作者简介：张艳红，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教师；石义彬，武汉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①新华通讯社有属于8个少数民族的女新闻工作者28人,人民日报社有少数民族女新闻工作者7人,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有9个民族的女新闻工作者38人，陈崇山:《中国43个少数民族拥有女新闻工作者》。 
②这是世界性的问题，但不能由此认为“世界性的不平等就是合理而无须改变现状的”。国际妇女传媒基金

会提供的数据：在30个国家的传媒机构,只有7个机构由妇女领导,还有7个机构有女性担任副职。所有这些都是在拉

美。贾亦凡：《半边天名副其实乎?》，载于《上海市女新闻工作者现状抽样调查报告》，《新闻记者》2001年11

期,第16-21页。 
③女性进入媒体后,理论上和男性一样都能进入高层决策圈,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女性往往被一种无形的天花板

所阻隔,最终无法达到高层决策圈，即“玻璃天花板现象”。参见贾亦凡：《女新闻工作者状况调查》，《新闻记

者》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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