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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新闻媒体以其强大的舆论引导、舆论监督作用，

在洞察社会问题、缓和社会矛盾、规避社会风险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力量。广大新闻

工作者要从社会生活的实际出发，从人民利益的需求出发，从党和国家的事业出发，以人为

本，做好社会问题的报道工作。本文将从人文精神的视角，就如何做好社会问题的报道进行探

讨。 

关键词：  社会问题报道      人文精神 

随着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达到1000美元，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高敏感期和高风险

期，正处于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随之产生，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现。在这个复杂的历史条

件下，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张，为我们的事业指明了方向。具有强大舆论

监督与舆论引导作用的新闻媒体，更要责无旁贷地响应中央的号召，做好社会问题的报道工

作，起到反映民情民意，调节社会矛盾，稳定民众情绪，构建社会和谐的积极作用。社会问题

报道不同于其他正面报道、实事报道，对社会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无论从现实操作还

是社会效果都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它的作用不在于告知信息，而要有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或缓

和，因此在社会问题的报道中需要新闻工作者以人为本，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采访事件，

报道问题，以期有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 

一、 社会问题含义及其特点 

社会问题是社会学中一个常用概念与研究视角，从抽象意义上讲，它是指实际条件和应有条件

之间的偏差，或者是实际状态与社会期望状态之间的差距，而这种偏差往往会导致社会的紧张

状态，它超越了个人的范畴，牵涉到较为广泛和复杂的社会关系。① 

社会问题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主观定义，只有当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将其

认定为社会问题时，它才成为社会问题被世人所注意。 

一般公认的社会问题具有以下四个要素：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它们触犯了

社会里一些权利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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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② 

基于对社会问题的上述描述与定义，我们认为社会问题一般包含普遍性、特殊性、复杂性、潜

伏性、破坏性等五个特点。③新闻媒体应该从社会问题的特点出发，从宏观上把握社会问题报

道的策略，才能在报道具体问题时既不失方向又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首先，针对社会问题存在的普遍性特点，新闻媒体对社会问题应采取正视而不是回避的态度。

无论在哪个社会、哪个社会的任何时期，社会问题都是普遍存在着的。因此存在社会问题并不

可怕，也不能由此对社会的秩序，社会的健康发展产生怀疑。发现社会问题，正视社会问题才

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新闻工作者在社会问题报道方面不应采取回避、掩盖的态度，错

误的认为不报道、少报道就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就媒介自身利益而言，在公众普遍关注的社

会问题上的失语，有损其权威性、公信力的树立；就媒介肩负的社会责任而言，回避社会问题

就意味着新闻媒体在某些社会生活的重要领域放弃了引导公众舆论的责任；就客观效果而言，

回避问题无助于不和谐因素的消减。④ 

第二，针对社会问题存在的特殊性特点，新闻媒体针对社会问题的报道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社会问题在不同地域、不同时空下，表现出来的社会问题是不同的，具有地域性和历史性

的特点。因此在面对这些社会问题时，我们也不能千篇一律地用同一种方法解决，即使同一个

问题，产生在不同社会，不同时间下，它的解决办法也要根据当时的特定情况而定。新闻工作

者在报道社会问题时，也要依据我国的国情适时适度、客观公正地报道，避免由于新闻媒体的

不当干预造成问题的激化，导致社会不和谐因素的加剧。 

第三，针对社会问题存在的复杂性特点，新闻媒体应该采取客观、全面、深入分析的报道态

度。任何社会现象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社会问题形成的原因、造成的后果也不是简单的某个

社会问题本身，而是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在解决社会问题时，不能短视，要通过

现象看本质，挖掘某个具体社会问题背后的前因后果。新闻工作者在报道社会问题时，不能就

问题说问题，停留在问题表面，要深入分析，适度平衡地报道，为受众提供一个客观的多角度

的信息环境，防止片面报道造成的误导受众，激化社会矛盾。 

第四，针对社会问题存在的潜伏性特点，新闻媒体要发挥媒介的预警功能。某个社会问题的突

出是其它相关矛盾不断积累的结果，因此某些社会问题可能不会一下显现出来。新闻工作者与

社会实际生活紧密相连，从某方面说第一时间感受到社会的脉搏，因此需要新闻工作者，利用

得天独厚的职业优势，广泛地接触社会，敏锐地洞察社会变化，深入地分析现象背后的原因，

尽早识别社会问题，为相关部门提供翔实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起到预警作用，减少社会问题的

危害。 

最后，针对社会问题存在的破坏性特点，新闻媒体在社会问题报道时应该慎重对待。破坏性是

社会问题的基本特性，也是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原因，新闻媒体对社会问题的报道无疑会

引起更为广泛的注意，因此在报道前要针对社会环境谨慎报道，避免火上浇油、矛盾激化；在

报道时要注意准确无误，避免失实、失当造成群众反感；在报道后要积极收集反馈意见，观察

各方面的反映，决定是否需要深入报道。 

 二、社会问题报道的特点 

 社会问题报道除了具有一般新闻的特点外，还因社会问题的特殊性而具有社会性、负向性、

震撼性等独特之处。⑤首先，社会问题报道具有很强的社会性。社会问题之所以称之为“社会

问题”，关键就在于它已损害了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社会问题自身

的社会性，决定了该类新闻必然具有更强的社会性。它不像体育新闻、娱乐新闻、时政新闻报

道，受众一般只停留在被告知、了解的层面，社会问题本身就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一旦被报道

出来将会引起社会更广泛的关注。 



 其次，社会问题报道具有很大的负向性。所谓负向性，这里有两层含意，一方面是指社会问

题报道必然带来的相关组织或个人的被批评地位，对其产生局部的暂时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

是指社会问题报道不当情况下，对社会整体产生的全局性的长远性的负面影响。如前文所述，

社会问题损害了个人或社会的利益，具有破坏性，是社会问题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因此社会

问题报道不可避免地会在社会中产生各种议论，会使相关组织或人员受到大众的批评与指责，

使其利益受到短暂的影响，如果报道得当，那么这种负向性是必然且必要的。从整体和长远

看，是有利于问题解决社会进步的，这也正是社会问题报道的意义所在。相反如果对社会问题

报道不得当，不但不利于矛盾的缓解，还可能造成问题的激化，社会情绪的不稳定，此时的社

会问题报道就具有了彻底的负面性。 

因此，正确、恰当地报道社会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把握好报道中的“度”就会促使问题得到

快速、有效地解决，反之就会适得其反。正如我国资深记者范敬宜所言：这个“度”大有学

问。什么时候需要旗帜鲜明，什么时候需要韬光养晦；什么时候需要直截了当，什么时候需要

委婉曲折；什么时候需要紧锣密鼓，什么时候需要疏密相间；什么时候需要浓墨重彩，什么时

候需要轻描淡写；什么时候需要大弦嘈嘈，什么时候需要小弦切切；什么时候需要大声疾呼，

什么时候需要点到为止；什么时候需要快速反应，什么时候需要三思而行；什么时候需要抢，

什么时候需要压……都要根据不同的形势、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时间，灵活处置。⑥只有掌握

好“度”，才能消解社会问题新闻的负面影响，化解社会矛盾。 

 最后，社会问题报道具有很强的震撼性。“社会问题新闻的震撼性具体表现为刺激性、鼓动

性、煽情性。它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由于其本身对社会和受众具有心理学上的刺激，容

易激起欲知兴趣，满足部分人潜意识中的猎奇心理；另一方面，也容易引起社会各界的严密关

切，从而行动起来，阻止反常、负面、消极的事情向不希望的方向发展、蔓延、并努力使矛

盾、问题得以解决，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受众心理的平衡。”⑦ 

三、将人文精神贯穿于社会问题报道之中 

根据社会问题自身及其新闻报道的特点，在社会问题报道过程中，除了要遵循一般新闻报道的

规律技巧外，还特别要注意将人文精神贯穿其中，始终从人的角度出发去采访问题、报道问

题。 

所谓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

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

塑造。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人文精神。胡锦涛总书记曾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

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六个方面对和谐社会的内涵进行了过高度概

括，这些方面无不渗透着对人的重视，对人的尊重，对人的命运的关注。新闻媒体、新闻从业

者要具备这种人文精神，将这种精神贯穿到新闻采访、写作、编辑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对于社

会问题这一敏感问题的报道，更应突出对人的关怀，注重问题背后的人，人的内心、人的命

运、人的感情、人的发展。 

（一） 社会问题报道的出发点是对人的关注。 

以对人的关注为社会问题报道的出发点是人本主义精神的体现，是新闻工作者的道德指规，是

党的新闻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社会问题的重视其实就是对人的重

视，无论从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体进程，还是从我国所处的历史时期，对人的关注都是我们工作

的出发点所在。而社会问题中的人无疑是当前矛盾最为突出最为集中，也是最需要被关注的一

个群体。无论从社会问题的危害性，还是从人本主义精神的角度出发，对社会问题中的人的关

注都应该成为新闻工作者报道问题的出发点。新时期我党提出了坚持“三贴近、三服务”（贴

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

务）的报道原则，就是对新闻工作者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关注人生的进一步要求。 

 



以对人的关注为社会问题报道的出发点，首先要弄清“人”是哪些人什么人。我们这里提出对

人的关注，不是指对某个人的关注，不是对某个利益集团中的人关注，而是从社会整体利益出

发，对于全体人类的关注。处于社会问题中的各方，无论是那些被动的受害者，还是那些主动

的既得利益者，都是我们关注的对象。我们不仅要对那些问题制造者予以关注，找出症结所

在，促成这些人改进，更要关注那些后果承担者、利益受损者，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帮助他

们解决问题。 

以对人的关注为社会问题报道的出发点，还要求新闻工作者要从大局出发，从全局利益出发，

以公正客观之心面对每一个问题，面对每一个问题中的人，关心他们的生活困难，情感遭遇，

前途命运，而不是从媒介、记者的局部利益、个人利益出发，追求社会问题报道的轰动效应，

组织或个人的出名得利。任何从一己私利出发对社会问题的报道，最终都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只有那些真正关注人生、关注生活，客观公正、胸怀坦荡的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才能赢得公众

的信任，树立权威性和公信力，成为真正的“无冕之王”，在社会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发挥积极

的作用。 

（二） 社会问题报道的过程是对人的关怀。 

新闻工作者从采访、写作以至到编辑都应该怀着一颗关怀他人的善良之心。社会问题虽然是社

会普遍存在或普遍关注的问题，但涉及到具体问题时就是具体的人的问题了，对整体的人的关

注，此时也落脚到对某个人、某些人的关怀上来。比如拖欠农民工工资是一个社会问题，但就

个体而言，拖欠工资就会影响到每一个农民工的正常生活，媒体在报道时，必然也是从某个具

体的案例出发，从而对整个问题加以剖析，引起社会关注。在整个采访、报道过程中，如果新

闻工作者的每一个提问、每一个词语都是出于关心关爱的态度，都是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

急，那么就可能赢得农民工的信任，就可能让原本急切愤恨的心情得以解脱和释放，就能起到

化解矛盾的作用，而反之就会使矛盾激化。 

邓小平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说过：“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

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使他们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⑨在很大程度上，

即使新闻媒体不能最终解决社会矛盾，但是采访、报道的过程，就是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个

体的人的关怀，就是对以此为代表的这个阶层、群体的关怀，就是给他们以话语权。这种来自

媒体的关怀，就会让人感到是来自社会整体的关怀，自然使矛盾得以缓解。 

（三） 社会问题报道的落脚点是促进人的发展。 

人文精神的终极目的是塑造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促进人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就是人文精神体现

的过程，也是社会问题报道的落脚点。如前文所述，社会问题报道不在于引起轰动效应，而在

于扎扎实实地解决问题，在于促进社会与人的全面进步。因此，在面临一些可能会影响社会稳

定的棘手问题时，我们可以利用采访调查等报道前期的准备工作，进行积极协调，缓解矛盾。

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要等到公之于众之后才能解决，选择那些有典型性、有代表的事件进行报

道，达到引起社会关注，促进问题解决的目的即可，没有必要连篇累牍、接二连三地不停报

道，引起受众的反感，使原本相对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致使更广泛社会问题的产生。当然我们

并不是要回避、掩盖问题，而是要适度报道。社会问题具有反复性、普遍性，因此要通过社会

问题报道达到促进社会的进步、人的进步的最终目的，就要不断地发现问题，深入分析产生社

会问题的原因，为职能部门提供信息，建言献策。 

“新闻机构不是社会机构的替代物。它就像一盏探照灯的光束不停地四处移动，把黑暗中的一

件又一件事情暴露出来。”⑩我们不能无限夸大新闻媒体在解决社会问题过程中的作用，但新

闻媒介反映民意、舆论监督、化解矛盾、稳定情绪的社会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将人文精神贯

穿于社会问题的报道之中，会促使问题更快、更好地得以解决，促进政通人和的和谐社会的建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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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02年1月，第6页 

③ 参见青连斌：《社会问题的六大特点》，《理论前沿》，2002年第10期，第28-29页 

④ 丁柏铨：《理性认识传媒处理社会不和谐问题上的误区》，《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6

期，第35页 

⑤⑦ 参见靖鸣：《社会问题新闻的特性及媒体把握》，《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8

期，第5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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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叶朗：《人文精神的坚守与呼唤》，《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1月2日第七版，转引

自戴元光、赵为学：《大众传媒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6期，第33

页 

⑨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一卷，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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