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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社会新闻报道的多维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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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社会新闻因其报道的内容与人民群众的生活贴近、利益相关、情趣相连，因此在媒体中

有着极为广泛的读者群。鉴于中西方社会背景和文化等方面的种种差异，中西方的社会新闻报

道也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差异，当然也不乏有共同点。本文就将在社会新闻人性化、新闻从业人

员的职业素养、新闻话题的选择、新闻观念等多方面对中西方社会新闻进行多维观照。 

关键词：社会新闻 新闻观念 舆论监督 

   近年来，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社会风貌、社会问题、社会事件的社会新闻一直是中外媒体

比较热衷的一种新闻报道形式。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社会成员的多极化分层状态，人们社会

生活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等因素都给社会新闻的报道营造了深厚的土壤，社会新闻因其报道的内

容与人民群众的生活贴近、利益相关、情趣相连，所以博得了读者的广泛关注。鉴于中西方社

会背景和文化等方面的种种差异，中西方的社会新闻报道也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差异。本文拟从

以下几个方面对中西方的社会新闻报道进行多维观照。 

社会新闻报道作为一种重要的报道形式，一般是指在社会生活领域发生的与某些社会群体、个

案、个人有着直接联系的社会突发事件及社会现象的报道。⑴ 

中西方社会新闻的共通之处 

在对社会新闻报道的过程中，中西方媒体因为社会新闻报道的特殊含义而具有一定的共同点。 

社会新闻报道中的人文关怀。人文关怀强调的是人的价值，主张以人为本，关注人的生存状态

和社会权益，它是新闻实践活动中一种必然的追求。今天，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将个体的主体性

推向历史的前台，在中西方社会新闻报道的内容中，人文关怀也由此被赋予了更为宽泛和深刻

的意义。 

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要角色的中国的新闻媒体，人文关怀是其新闻活动必然的一种追

求，充满人文关怀的新闻也是实现社会价值的重要途径。这体现在党中央提出的贴近实际、贴

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上，“以人为本”正在成为中国主流发展观的主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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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新闻的报道语言、传播方式等逐步的平民视角化，体现了新闻传者对受众的人文关

怀。在“2004·中国新视角”搜狐年度高峰论坛上，刘长乐先生在致辞中表示，“凤凰卫视一

贯把人文关怀当作我们的理想和目标。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旗帜上写上发现人的价值，尊重人的

价值，张扬人的价值。”①在我国神舟五号成功发射的前20天，新华社就采访了载人航天工程

七大系统的总共300多人，以多种形式热情讴歌了这些“神五”发射背后的默默工作的英雄

们，对新闻背景进行了充分的人性化展示，大力提倡并发扬了他们的科学奉献精神。 

许多西方媒体在人性化这一方面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在《华尔街日报》中，其主编玻尔·

斯泰格就推出了具有人性化意义的“个人日志”栏目，使读者可以按照个人的需要使用其提供

的新闻。《财富》杂志执行主编里克·克科兰具有的一个理念也是不仅要关注财经领域的经济

因素，还要注重其人性因素。不仅写商业方面的新闻，还要写非常关心商业、技术和金融的

人。这可以看出，人性化因素已经在社会新闻的报道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社会新闻报道中，中西方媒体都要求新闻从业人员要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高度的负责精神。

陈力丹老师就曾经说过，“职业精神是传媒的立足之本。”②《华尔街日报》主编玻尔·斯泰

格也认为，其报社一直以来就强调职责、责任的重要性。在中西方不少媒体看来，一种负责任

的职业精神是其媒体能够生存与发展的支柱。2002年揭露广西南丹矿难的中国记者群体，成为

中国新闻传播业界彰显专业精神的一个范例，他们意识到了记者的使命和社会责任；而2003年

山西繁峙矿难事件中的一些“受贿无闻”的记者，则是完全丧失记者职业精神的典型案例。在

西方媒体中，美国著名的报人奥克斯就十分注重新闻的真实性，他强调，新闻记者应有强烈的

历史感，新闻报道要“清楚、高尚、可信”。从总体上看，西方新闻传媒是重视社会责任的。

约斯特也曾说，自由而无法律，必然适足自毁。 

中西方社会新闻的差异性 

中西方社会由于社会背景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差异，社会新闻的报道在诸多方面也存在有明显的

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西方社会新闻的话题选择的比较。"天赋人权"、"言论自由"等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由来已久

的，正是因为这种思想在西方人脑中的根深蒂固，所以诸多西方媒体“敢言天下一切能言之

物，大至时事政治、国际态势、种族冲突，小至家庭暴力、两性关系、性变态、吸毒等

等，”，⑵而且在西方媒体策划的社会新闻中，他们更注重话题的猎奇性，以新奇取胜，他们

带给受众的常常是一些刺激敏感或稀奇古怪的事情，而不存在一定的价值判断和教育诱导，这

也是西方媒体获得商业利润的一个很有效的手段。约斯特曾经强调指出：“在选择新闻时，第

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估量它的公共兴趣。我们在出版新闻时，须以趣味为大部分新闻的主体，理

由是：惟有有趣味，才能使报纸富有吸引力，因而很容易卖出去。”③美国的《拉里金现场》

电视节目就是因为它能带给受众一种非常敏感而具有刺激的感觉，所以有很强的收视率。赫斯

特创办的《纽约日报》就曾为了同《世界报》竞争，提出的口号就是不怕花钱，不断的用喧嚣

刺激读者，不惜工本的用黄色新闻与煽情报道刺激读者感官。⑶而在中国，我们强调的是服务

于大众，主张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要服从于国家利益。相对于西方新闻对猎奇性的要

求，中国的社会新闻更注重教育性、指导性和服务性。以楚天都市报为例，其服务性专版有28

个，纯服务性专栏有10个。人民网的社会频道就在2月28日报道“气温转暖别大意 专家提醒本

周仍需防寒 ”，“浙江出台“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这些表明了中西方社会新闻

在话题选择上是有一定差异的。不过，中国的有些媒体也片面追求新奇和刺激，表现出较多的

低级趣味和社会负面影响，这是我们以后必须重视而且纠正的。 

中西方媒体对社会新闻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量的把握上的比较。正面报道就是表扬性报道，负

面报道就是批评性报道。在西方诸多新闻人看来，“冒险、冲突、幽默、悲欢离合、两性、反

常、个人利益等具有人情味，即趣味性，而“趣味是吸引读者的良方”。于是黄色新闻泛滥，

血腥暴力入选。”⑷中国在社会新闻方面强调“正面报道为主”，强调“三贴近”原则，是为



了正确的实行新闻传媒的舆论导向功能。这要求媒体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必须正确处理新闻

报道在可读性和社会意义之间的平衡。为了保持舆论平衡，“我们在进行新闻选择的时候，决

不能放弃党性原则，无条件地追求"同情弱势群体"的新闻理念。只有这样，电视社会新闻的播

报才能提高到一个符合国情、市情、民情的新水平。”⑸而西方的社会新闻以新奇取胜，他们

带给受众的常常是一些刺激敏感或稀奇古怪的事情，而不存在一定的价值判断和教育诱导，也

就没有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量的把握了。 

中西方在社会新闻的报道上所表现出来的新闻观念有一定的不同。因为受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

制约，中西方在新闻传播的基本要求——真实性、客观性等特征上还是有相同或者相似的规范

的。中西双方在社会新闻报道中表现出来的新闻观念的差异，表现在主要受制于价值取向因素

的一些观念中。比如说，新闻价值问题。构成新闻价值的因素主要是时新性、重要性、显著

性、接近性和趣味性，这一观点中西方人认识是相同的。但是，什么样的社会新闻是重要的，

什么样的新闻具有显著性，抑或有趣味，双方却有自己的看法。这种差异是和中西方的社会制

度、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不同紧密相关的。 

中西社会新闻报道的差异还表现在与本地政府的关系上。在中国，对媒介来说，政府的力量更

强大，决策更正确。因而，中国媒介更习惯于承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的责任，承担起

正确的舆论导向和道德建设的责任。⑹而对西方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来说，媒体经过大众

化、商业化时代的长期和充分发展，已羽翼丰满，实力雄厚。在受众利益和政府利益发生冲突

时，媒介往往会更靠近受众一方。美国新闻传媒自认为是“政府行为的牛虻”，他们努力与政

府表现出泾渭分明的姿态。面对媒体的“叮咬”，便出现了美国总统小布什雇佣记者为自己代

言的所谓 “记者门”事件，一度在新闻界和政界成为谈论的话柄：据国外媒体报道，美国共

和党故意安插一位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问布什一些很容易回答的问题，这一事件近日在华盛

顿的传媒圈引起轩然大波，不少媒体纷纷批评布什政府，指责其践踏了宪法关于言论自由的尊

严，一些评论家称之为小布什的“记者门”。⑺值得深入思考的是，“记者门”所揭示的美国

政治舞台上存在的一种严重的“政治腐败”问题。美国向来自诩为全世界最民主的国家，“记

者门”的严重性凸现了美国民主政治的隐含的严重制度缺陷。约翰·昆西·亚当斯曾经说过：

“只要自由和民主的原则还在被奉行，就有美国的心脏在跳动”。“记者门”展示给人们的

是，当言论自由的原则被总统践踏的时候，美国的“心脏”却无力反击。⑻这也暴露了美国在

一定程度上的言论不自由。 

在舆论监督方面，中西社会新闻媒体所表现出来的观点也是不尽相同的。对舆论最简单的表述

即：公众意见。舆论是社会群体对近期发生的、为人们普遍关心的某一争议的社会问题的共同

意见。⑼许多人称新闻界为舆论界，可见新闻与舆论是不可分割的。学者林枫认为：舆论是新

闻的重要内容，新闻是传播舆论的重要手段。这也就决定了舆论监督是新闻传媒的舆论功能。

舆论监督是媒介重要的责任。在中国民主化进程日益推进的今天，新闻媒介在社会新闻中努力

的去做好引导舆论的角色，尽量避免“制造舆论”、强奸民意的事情发生。因为任何新闻监督

都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内发生作用的，总要与包括社会思潮、社会心理 、社会习惯在内的

社会舆论交互感应。所以做好引导舆论和舆论监督的工作尤为重要。对西方社会新闻媒体来

说，新闻就是舆论的制造者，是创造舆论的手段。一些西方学者把舆论称为“有效的统治

者”，他们会把消息和意见联系起来，言论和事实联系起来，以满足读者的需要是他们产生自

己的主张，他们不是政府舆论的代言人，称他们是“政府行为的牛虻”也就不足为怪了。 

中西方因其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文化的差异，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别，在社会新闻报道方

面有所不同也是情理之中的。通过对中西方社会新闻报道的多维观照，笔者希望我国的社会新

闻报道能从西方的报道模式和理念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找到新的发展方向，达到符合国

情、市情、民情的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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