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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发展传播学的观点，大众传媒在促进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有重要功能。农业报道是此种功能

的主要载体和具象化表现，它决定了大众传媒此方面功效的发挥。目前我国农业报道数量虽有

所提升，但是也存在着报道内容偏差，农民欲看的不多，不想看的却连篇累牍；语言生硬，术

语过多；报道语气贵族化等问题，以致形成农业报道“边缘化”与受众对农业信息的需求嗷嗷

待哺的现状。这种现状是现行体制、资金、科研攻关等多种因素综合的产物，其中农业报道的

科研工作是关键因素，即农业报道研究严重滞后，报道理论的落伍深刻影响着我国农业报道的

整体图景。我国农业报道研究的特点是零碎，散乱，低层次重复，经验性的东西过多，理论创

新少，观念陈旧。总之，理论不成体系，研究不受重视。要建构我国农业报道理论体系，在新

时期，有必要结合农村新特点，深化农业报道的受众群体及其心理，农业报道的性质，新闻媒

体在农业报道中的角色，以及提高农业报道影响力途径的研究。这四个方面具有内在关联性，

它们决定着农业报道的整体面貌，无论是那个方面的突破，均能促进农业报道的新发展。在全

球化、信息化的浪潮内推动我国小康社会的建设的语境内，农村变化剧烈、农民群体分化、农

业报道萎缩等现状使上述研究非常重要和迫切。 

一、农业报道的受众研究 

流行的观点认为：农业报道的受众是农村的读者、听众、观众和网民。简言之是生活在农村的

居民，它包括数亿的农民，广大的农业基层干部，现代农业的从业者、经营者等群体。此看法

长期支配着我国农业报道的报道观念、采编方针，受众定位等，深刻影响了我国农业报道的整

体面貌。但是，这是一种片面的思维误区，它窄化了农业报道受众群，是涉农媒体受众定位错

位的一个根本动因，也是城乡二元格局在新闻报道领域的一个烙印。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信

息时代，农业报道的受众群不仅包括上述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的居民，还包括城镇中农产品的广

大消费者、经营者，管理者，开拓农村市场的企业家、关心、支持农业的学者、企业家、农业

类高校的师生等。菜篮子、米袋子、饮食安全、农村民俗、风情、农业科技攻关是满足此类受

众的报道重点。换言之，即城市受众亦是农业报道的受众群。 

我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对立的现实， 造成了农业报道两大受众群体的某种程度的隔绝。他

们在识字水平、审美旨趣、阅读（视听）心理、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天壤之别，对于农业报

·发展报道蓬勃发展  

·“诗”话民生新闻  

·当代国外党报概况述评  

·民生新闻是非论  

·论平民化新闻的生命力  

·主流新闻要走出"软肋"  

·新时期虚假新闻新特征  

·社会问题报道辨析  

·深度报道深在哪里？  

·对分析性新闻的思考  

·新闻分层初探  

·谈典型报道  

·解析气象新闻二十年嬗变  

·审读性校对与观念转变  

·台湾报纸新闻标题刍议  

·报道的平衡与全面  

·论消息的含金量  

·发展报道：为全面建设…  

·隔行不隔理：用做广告…  

·“调侃新闻”颠覆新闻…  

·浅议“用事实说话”  

·新闻报道如何接近“事…  

站内搜索 登陆 论坛注册



道的需求，农业报道的类型、视角、风格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如果说城市受众是以审

美的眼光看待农业报道，更加注重农产品的质量、乐于把农村的风景民俗、饮食安全、卫生作

为日常生活的谈资；那么农村受众则是以实用的眼光对待农业报道，他们更加注重农业科技的

应用推广、产品的销路、农村中的难点、焦点等问题，与农民利益相关的各种政策法规等。因

此，涉农类新闻媒体必须明确农业报道的受众群体，不能把二者混淆，用城市受众的定位满足

农村受众的需要，或以农村读者的定位满足城市读者的需要，对于涉农类媒体来说，都是根本

性错误，不会取得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至于农业报道的受众心理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农村受众心理的研究，忽略了消费农业报道

的城市受众心理研究，这是农业报道受众心理研究的一个空白，急需加以弥补。这一缺陷直接

导致都市类报纸、党报以及广播电视媒体的农业报道陷入尴尬境地。城市受众认为农业报道枯

燥、乏味、老土、与己无关而“疏远”之，农村受众则感觉没有多大实用价值而抛弃之。正是

这种骑墙定位策略最终导致农业报道的日益萎缩、效益低下。而对于农村受众的研究则过于宽

泛化、概念化，经验总结的过多，实证调查的较少。农村受众在一些新闻传媒的观念中依然是

“识字少、视野狭小、素质低下、没有出息、没有现代意识”的群氓。在报道上表现是：对农

民的生产、生活不懂装懂，指手画脚；抓住农民的“落伍”一面炒作；迎合领导硬性推广某种

农业技术；鼓吹偏离农村现实生活的生活图景；成就报道宣传化；报道语言生硬、枯燥，甚至

有“妖魔化”农民群体的趋势。 

美国社会学家M.罗吉斯在《乡村社会的变迁》一书中谈到发展中国家农村发展的教训时说:

“对农民缺乏了解造成了很多发展规划的失败，规划者把失败的原因归于农民的不合作，他们

很失望。……”①。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农业报道者。对受众的不了解造成了传受双方的隔阂，

进而形成农业信息流通的肠梗塞。因此，深化农业报道受众心理研究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课

题。此类研究：1）可以借鉴传播学的受众理论，提高研究的理论水平；2）研究社要深刻理解

我国农村社会文化，知晓农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3）不能满足经验层面的几个概念术

语，应深入农村，以科学的方法描述裂变中的农村受众心理现状，更新农业报道者头脑中的

“农村受众心理”的图景；4）要把农业报道的城市受众心理研究提到日程上来。 

二、  农业报道的性质研究 

性质是事物的根本属性，是事物运行规律的外在表现。抓住农业报道的性质，也就抓住了农业

报道的“牛鼻子”，掌握了农业报道的基本原则。当前，对于农业报道性质的研究是量少质

劣。其表现：多是从新闻报道的特性演绎、推导出农业报道的特性，或者是从事农业报道的新

闻工作者点滴式的经验总结；结论或大而空，没有说服力，或是片言只语式的感悟，零碎化。

因此，必须深化农业报道性质的研究。 

农业报道的性质是其固有的属性。此属性，1）它能与其它类型的报道区别开，是农业报道的

个性，不是新闻报道的共性；2）它应来自农业报道的运行机制，是农业报道的报道者、报道

对象、传播媒介、受众群体四个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本质特征。3）它既是海量农业报道的共

性，也是长期从事农业报道的新闻工作者的集体创造。当然科学的探索不可能一蹴而就，应是

知识累积的过程。人民日报记者蒋建科在探索农业科技新闻特征方面做出了值得肯定的成绩。

他以自己从事20年的农业报道工作为基础，归纳出农业科技新闻的十大特征②。即农业科技新

闻的科学性、季节性、区域性、可推广性、新闻性、持久性、时效性较弱、反馈率高、政策

性，堪为首创。 

三、 农业报道中的新闻媒体社会角色研究 

大量的事实证明，绝大多数研究者、农业报道者，都把农业报道当作农民生活的教师、观念的

启迪者、农业新技术的推广者。文章中充满了如何转变农民陈旧观念、培养适应现代农业的新

观念、新意识；怎样转变落后风俗，形成新时期农村新气象、新文明、新精神；如何替农民代



言，如何维护农民权益等。一些农业媒体也不约而同的把“替农民说话”作为媒体宗旨。比

如，目标受众定位在农民和农村专业户的《南方农村报》的广告语是“为农民说话，为农民服

务”；《农民日报》把“替农民说话，帮农民致富”作为办报宗旨。其潜台词是他们是先知先

觉者。农民是后知后觉者，他们当之无愧是教师，农民是小学生。 

无论是从农村受众的整体现状、还是从城市信息向农村信息涌动的现实看，农村教师的角色观

有其存在的现实土壤，但是，这种角色观有把农民看作一无所知的愚民的倾向，是“传者中

心”论的表现，不利于农业报道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传播效果的最优化。在中国农村裂变，农

民视野开阔，信息需求主体地位增强的现实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媒介角色观已经受到了

严峻挑战，必须根据新时期的农村发展现状、农民心理现状，农村发展未来重新确定农业报道

的新的社会角色。笔者认为，新时期农业报道应淡化“传者中心”角色，淡化“农村教师”的

角色，增强“受众中心”角色，农民挚友、农业信息传递的信息员等角色。报道倾向要从赞

誉、帮助、怜悯、批评的态度向尽可能地真实、全面、客观的中性态度转变，唯此，才能最终

有利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 

四、提高农业报道的社会影响力研究 

从事农业报道的工作者对此问题在实践中进行了大量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但是，

这些经验却是零散化，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理论体系，指导农业新闻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其中

的亮点有人民日报记者蒋建科提出的农业科技新闻影响力的评价体系，即“农业科技新闻的影

响力=同行定性评价+量化评价③”。这是他工作经验的理论升华，同时也是这方面的可贵探

索。在目前的农业报道传播体制和研究现状下，要提高农业报道的社会影响力，建构农业传播

效果理论。至少应在五个方面加强研究和改进：1）借鉴传播学效果理论研究和实证调查，特

别是发展传播学的研究，开拓新的研究方法，提高研究的理论水平；2）继续强化农村传播媒

介生态体系建设。目前，广播、电视已经实现了村村通，成为农民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

但是报刊和互联网相当滞后，农村传播媒介生态体系还没有健全，因此，要加强农村报刊和互

联网技术在农村的推广工作，为农业传播效果提供物质保障。3）考虑把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

结合起来，把农业报道与农业推广体系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意见领袖的中介效果作用，提高农

业报道的社会影响力。 其根据在于：经验思维是农民思维的典型特征，“人循人、子循父，

一切都是效法祖先”是集中的表现。雷德菲尔德在《民俗社会》一文中指出，在典型的“民俗

社会”中，一个人会做得事和思考的方式和另一个人完全一样④。因此，要想发挥农业报的影

响力，必须培植农村中的意见领袖，让他们的“现身说法”说服“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农

民们；4）农业报道者要转变传统的“传者中心”的观念，形成“受众中心”的观念，从受众

欲知、应知、未知的立场选题，制作农业报道的精品，满足受众对农业信息的需求；5）改变

现行的有着浓重“教师”色彩的叙事风格为浓郁“挚友”色彩的叙事风格，在文风上贴近受众

心理，让受众通俗、鲜明、鲜活的、有个性语言为传播介质打动、说服受众自身，增强农业报

道的感染力、亲和力、影响力。 

  注释： 

①④M·罗吉斯著，王晓毅译，《乡村社会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转自程贵铭

主编《农村社会学》，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5页，158页。 

②③见蒋建科著《农业新闻学——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版， 2-5

页，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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