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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人均GDP达到1090美元，社会处于转型、变革的重要时期，各种社会问题凸

现，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新闻媒体本身所具有的“瞭望哨”、“预警器”、“安全阀”的

社会功能，使其在推动社会问题解决上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区分社会问题报道与其他相关

内容报道，有助于新闻工作者把握社会问题报道的特点，正确报道社会问题。本文通过社会问

题报道与问题报道、社会热点报道、负面报道、突发性、灾难性事件报道的辨析，来窥探社会

问题报道的特点。 

关键词：社会问题报道    问题报道    社会热点报道    负面报道 突发性、灾难性事件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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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题普遍存在于各个

社会形态的各个时期，它既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建设的障碍。社会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就会使矛盾激化，问题升级，给社会造成巨大危害。

社会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破坏性，给社会问题报道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因此正确理解社会问题

的含义，全面把握社会问题报道的特点，就显得尤为重要。 

    社会问题报道在内容上、报道形式上，与问题报道、社会热点报道、负面报道、批评性报

道、突发性、灾难性事件报道等，有许多相似、重合之处。但社会问题报道毕竟与其不同，它

在概念的界定、报道内容涵盖范围等方面，与其他几种报道存在明显区别。对这些相关概念的

辨析，可以使我们对社会问题的含义、社会问题报道的特点有更加明确的认识，可以更好地进

行社会问题报道。 

一、社会问题报道与问题报道 

可以说社会问题报道是由问题报道发展而来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穆青同志就著文《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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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增加一些报道问题的新闻》，文中指出“实际生活中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矛盾的，不论在任何

地方，在任何一项工作当中，都经常出现新的问题。抓住这些问题，有选择地加以报道，是我

们新闻报道反映实际、指导实际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新闻是一种舆论，舆论的力量就在于

能够及时地不断地从生活中提出迫切的问题，来引起群众和有关部门的注意，促进问题的解

决。”②可见，问题报道与社会问题报道有着共同的旨趣。 

但问题报道与社会问题报道不尽相同。问题报道比社会问题报道的领域要宽泛，“它主要是针

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些带有趋势性的重大问题、难点问题、热点问题进行

深入的、集中式的、全面的剖析和报道”，③这其中既可以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看待和处

理一些历史遗留的老问题，也可以是社会经济生活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事情新情况新问题，还

可以是个人问题、偶然问题、突发问题和个别问题。而社会问题则不同，它是长期存在的、隐

藏复杂矛盾的、可能引起社会紧张状态的问题。比如，报道陕西一家果品公司承接了欧洲代理

商300吨“粉红女士”苹果订单，可到秋冬交货时由于当地农民栽种的苹果质量不符合外商的

标准，结果这家公司只收到20吨合格苹果，280吨的订单“飞”了。这是一个关于实施国际标

准化生产、如何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如何应对发达国家农产品冲击的问题，是经济领域的问

题，虽然也关乎国计民生，但并不构成社会性的矛盾与冲突，因此它仅是一个问题报道，而不

是社会问题报道。④ 

但当个别问题激化或矛盾扩散，就会导致问题的性质发生转变，有些问题就会发展为社会问

题。比如，个别官员在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此时这个问题还不是社会问题，但当贪污腐

败现象越来越严重、涉及人员越来越多、情节越来越恶劣、引起公众越来越多的不满，甚至诱

发其他问题，那么此时的个别问题就演变为社会问题。 

二、社会问题报道与社会热点报道 

社会热点，是指在某一特定时间能引起多数人关注的社会热门问题。它与社会问题在性质、受

关注时间长度、表现形式、涉及范围等方面均有所区别。⑤ 

首先，性质不同。社会问题往往是由各种社会现象抽象、概括出来的一般性的较为宏观的问

题。而某一社会问题概念之下的各种社会现象各有各的表现形式。比如，同是拖欠农民工工资

问题，有的表现出来的是集体上访索要工钱，有的是采取杀人、抢劫等极端手段换回应得的利

益。他们同属于拖欠农民工工资（甚至是分配不公）这一大的社会问题范畴之下，但是以具体

的、不同的社会现象表现出来。而社会热点往往是指某个具体的社会现象，而不是一个抽象

的、宏观的概念。从某种角度说，社会热点问题是社会问题的具体表现形式，社会问题是社会

热点问题的概括。比如，2005年媒体报道的佘祥林案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它既是一个

社会热点，也是司法公正这一社会问题的具体表现形式。随着佘祥林案得以真相大白，人们对

于佘案的关注度会慢慢减弱，但对于由此引发的司法公正问题的注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不

会改变。它可能会随着新的、具体的司法公正问题的出现，呈现出新的社会热点。 

其次，受关注时间长度不同。由于社会问题与社会热点问题的性质不同，必然造成关注时间长

度的不同。社会问题是影响社会成员利益的问题，理所当然会受到公众的注意，但由于社会问

题的复杂性，可能短期内得不到解决，因此会长期受到公众的关注。而社会热点则不同，它具

有明显的时效性，当热点得到解决或不再新鲜、不再吸引大众，那么就会被新的热点所取代。

比如，2001年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热播，受到了广大青年的追捧，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特

别是教育界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该剧及主演成为当时的热点话题，但随着新鲜感、吸引力

的降低，该热点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再次，表现形式不同。社会问题既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隐性的。当一些社会问题还没有引

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或被人们忽略的时候，它是潜伏在各种社会现象之中的，是隐性的。但社

会热点必然都是显性的，能引起广泛关注的。比如2004年开始流行，2005年达到高潮的“超



女”现象就是典型一例。上至九十九，下到刚会走，各年龄层的人都十分关注“超女”，从各

种媒介我们也都能看到有关“超女”的报道。学术界对此也不是无动于衷，传播学界、文学

界，甚至政治学界的专家、教授都投入到对“超女”讨论的洪流中，无论观点如何，但对“超

女”的关注是定而无疑的。 

最后，涉及范围不同。社会问题涉及的是“公共麻烦”（米尔斯语），且是对社会造成一定危

害的，而社会热点则不同，它既可以是公共性的，也可以是私人性的，既可以是危害性的，也

可以是健康、积极的。 

媒体对于社会热点的形成具有巨大的推动力量，在某些问题上甚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于社

会问题，新闻媒体也可以通过它的报道使其成为社会热点。但媒体不是社会问题最终的解决

者，它只是通过报道引起舆论的关注，促成问题的解决。社会热点报道方式不完全适用于社会

问题报道，有些问题不能也不适宜大张旗鼓地报道，媒体就不能公开、过分地报道，而要通过

其他形式，比如内参等方式，促使问题得到更好地解决。 

三、社会问题报道与负面报道 

负面问题是指，“处在原始状态消极变动的事实，即那些不合于实践的规律性、目的性、违背

社会发展的行为活动”。⑥自然灾害、意外事故、违法犯罪等天灾人祸，都是负面的问题。 

负面问题与社会问题之间也存在着区别：一方面，范围不同。负面问题比社会问题的内涵要

广。负面问题中包含社会问题，但负面问题不一定都是社会问题。比如自然灾害是人力所不能

抗拒的，不是社会问题。2004年底发生的印度洋海啸死亡数十万人，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劫难，

但事件本身不是因人而起，人力也无法阻挡，尽管伤亡惨重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关注，但它不是

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危害程度不同。社会问题比一般性负面问题的危害程度要深、范围要

广、持续时间要长。还以海啸为例，印度洋海啸危害程度、波及范围可谓不小，在经济上对泰

国、印度等地造成了巨额的损失，影响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对受难者家属，在感情上造成了

巨大的伤害。但与社会问题相比较，社会问题造成的危害要更严重。比如，吸毒问题，是全世

界共同要面对的，它对全人类的健康、安全造成了威胁，还可能诱发其他犯罪，并且在相当长

的时间内不可能完全遏制。而像海啸这样的自然灾害，可以通过各国的资助、本国人民共同努

力重建家园，在一段时间内就可以得到恢复。 

社会问题和一般性负面问题之间可以转换，一般性的负面问题处理得当可以消除它的负面性，

相反会使矛盾加剧，向着社会问题的方向发展。社会问题如果能得以缓解，也会向着一般性负

面问题转化。仍以海啸为例，如果政府灾后重建工作得力，那么这一负面问题就会很快得以解

决。反之，则可能引起流行疾病、人民生活无着、社会动荡等问题产生，引发激烈的社会矛

盾。 

媒体在报道社会问题和负面问题时，要把握好各自的“度”，分清哪是一般性问题，哪是社会

问题，使负面问题的负面性减弱，社会问题的矛盾得以缓和。比如通过海啸灾难的报道，呼吁

全社会为受灾地区捐款，帮助他们重建家园。通过不公正社会问题的报道，呼唤全社会的正义

与良知。 

 

四、社会问题报道与突发性、灾难性事件报道 

突发性、灾难性事件具有很高的新闻价值和很强的时效性，其中大部分都关乎人的生死存亡，

是受众急于了解的问题。同时由于它的无法预料和灾难性，会使人受到很大的刺激，容易造成

社会恐慌，引起社会危机。突发事件一般有四类：突发的自然灾害事件，突发的政治军事事

件，突发的恶性交通事件以及其它突发性事件。⑦ 

某些突发性、灾难性事件不是社会问题，比如自然灾害、恶性交通事故等，属于非人力因素的

 



偶发性事件。而有些则属于社会问题，比如政治军事事件，它是社会问题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极

端表现，是社会问题难以解决后的爆发。这类突发性、灾难性事件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对此类

问题的不当报道会导致矛盾更加尖锐，冲突升级，因此要倍加谨慎。一方面要有选择地、正确

地、客观地、有立场地报道突发事件，给公众予以交待，起到信息畅通的作用；另一方面，要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力量，以正面的、鼓舞人心的、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报道为主，稳

定民心，不在原本已极具张力的问题上平添误会和矛盾。比如美国“9•11”恐怖袭击发生后，

美国政府以“国家利益的原则”，禁止媒体播发不利于美国人心稳定的报道。⑧2003年“非

典”中后期，我国新闻媒体一方面向公众及时报告疫情发展情况，一方面鼓舞民众众志成城战

胜“非典”，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引导作用，稳定了民心，全社会经受住了重大突发性灾害的考

验。 

社会问题报道与问题报道、社会热点报道、负面报道、突发性、灾难性事件报道之间存在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认清共同点、分辨彼此差异，有助于我们把握社会问题的报道特点，正确、恰

当地对社会问题进行报道，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 

注释： 

① 谢明：《社会问题及其比喻》，《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32-36页 

② 穆青：《应该增加一些报道问题的新闻》，载穆青的《新闻散论》，新华出版社1996年

版，第30页，转引自单波：《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

社，2001年10月版，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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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熊伟：《谈谈突发事件报道的“特征对位”》，新闻战线，2001年第12期，第1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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