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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新闻的网络新解 

时间：2007-1-28 17:33:48 来源：《网络传播》2006.12 作者：唐亮 阅读799次

  

作为一种新的报道理念和报道模式，民生新闻已经成为近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实践创新和理论探

索的热点。特别在实践领域，从广播电视媒体到平面媒体，民生节目专版遍地开花，从关注百

姓生活中的琐碎事务，到引导社会公共生活，其跨媒体的普适性、新闻内核的贴近性、受众话

语权的扩张性，被演绎的淋漓尽致。 

而网络新闻对民生新闻的理解，却似乎还在社会新闻的猎奇窠臼中徘徊，实已远落后于其他媒

体对于民生新闻的实践阐释。 

从概念上看，“民生新闻是以民众的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以民众的人生诉求为基本出发点，

以民众的生存状况为关注焦点，以民众的视角表现民主价值和人文关怀理念，从民众的生存空

间开拓资源的新概念新闻”。而网络民生新闻，简单来说，就是在网络上发布的民生新闻。从

某种意义上看，其与广播电视媒体、平面媒体新闻的民生内核是一样的，只是因各自载体的不

同，展现出不同的特性。民生新闻能够在广播电视媒体、平面媒体等载体上获得勃勃生机，也

必定能够借助网络特性，彰显魅力。 

从特性上看，“作为一种新闻传播模式，民生新闻是多种独特内涵有机组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一

种新闻实践模式，是平民视角、民生内容、民本意识、民众话语等要素的有机统一。”在这

里，平民视角、民生内容、民本意识、民众话语，是其他媒体同行在新闻实践中，为民生新闻

勾画的轮廓特性。 

可以说，这正是民生新闻的核心魅力所在。而实质上，我们对网络新闻特点所进行的解读中，

与民生新闻的这四大核心魅力多有交错。相比广播电视媒体、平面媒体等载体，网络的多媒

体、互动参与、高自由度、小众个性化等特性，使其与民众的距离更近，更具亲切感。 

“参与式人际化传播”网络环境下，民生新闻的价值催化 

“民生新闻在传播过程中多了一种‘加工的态度’——即‘从民生的角度、从百姓的视角、从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也就是说，一样的世界，但不一样的观点和解释的方式，使它的

价值取向也有所不同”在这里，民生新闻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以民众的视角，关注民众的利

益”。 

所谓“参与式”网络新闻，是指新闻受众参与到报道当中，成为广义上的网络记者。而所谓

“人际化传播”，是指受众成为传播链条中的一环，通过网络载体“交口相传”。现在所见广

播电视媒体和平面媒体的民生新闻节目，莫不将报料热线作为主要卖点和新闻线索的源泉，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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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让受众参与到报道当中，以凸现报道的“民生”魅力。就如笔者所在的广州地区，6大报纸

均开设了自己的庞大报料热线：《羊城晚报》连线版、《广州日报》热线新闻版、《南方都市

报》街区版、《信息时报》民生热线版、《新快报》特快热线版。 

而“互动参与”、“多向传播”正是网络的天生优势。当受众通过网络成为新闻发现、制作、

传播的重要一环，且事关自身利益时，报道的主动意识空前高涨。随着更多利益相关传播者加

入新闻制作传播链条，报道会变得更详尽、更全面、更及时。尽管报道的客观性会有所弱化，

但网络民生新闻却从最正宗的“平民角度”，以最原味的“民众话语”，诉说最真实的“民生

内容”，其“关注民众利益”的核心价值自然得到最大化的催化。 

如《红网》的《百姓呼声》栏目，将民众所反映的民生问题分成“咨询求助”、“投诉举

报”、“建言献策”等几类。受众所看到的是最原汁原味的网民帖子，并不断有受众跟贴对事

件进行补充和跟踪、或对咨询求助问题的回应、建议等。 

在这里，民生新闻呈现出其最原生态的形式，虽使人感觉“民生”有余而“新闻”不足，缺乏

对民生原料的专业加工，影响了传播链条的进一步延伸。但其对“民生内容”、“民众话语”

的演绎，对网络环境下的受众参与、人际传播的运用，已为网络民生新闻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很

好的参考。 

受众话语权极至化下，民生新闻的价值蜕变 

有学者这样论述民生的使命：“民生新闻不仅概括了媒介对新闻报道内容的选择标准，还体现

着报道者的立场、态度和出发点，更蕴涵了媒介对自身社会功能的认识”在这里，报道已不仅

仅只是发现、制作、传播链条，民生新闻借助媒介的“社会功能”，开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

社会现实产生影响。 

“想百姓之所想，解百姓之所忧。”是不少平面媒体和广播电视媒体民生新闻的响亮口号。不

但要关注，还要维护“民众的利益”。其民本取向不单体现在题材内容上，不再只是自上而下

单向灌输和宣教的工具，更注重给受众话语权，形式上改变了“我播你看”的单向传播链条。

不只是为民众代言的平台，更是汇聚民众声音的平台。 

许多民生新闻节目以平等对话的形式来进行，淡化了传统新闻灌输的痕迹，以互动的双向交流

为重，鼓励观众参与到节目中来，成为新闻人物，成为对新闻事件表达意见的主人公。 

在这方面，平面媒体和广播电视媒体为我们演示了堪称典范的操作。如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的

《民声热线》栏目，设置民生电话热线，让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官员直接与民众对话，针对“民

众利益”问题进行解答，构造起一个有实现维护“民众利益”可能的对话平台。节目以普通民

众诉说民生为始，以政府官员回应民声为终，进而探询实现维护“民众利益”的可能途径，使

民生新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可向“公共新闻”意义上升华的可能。 

但平面媒体和广播电视媒体收集反映的，终究只是一时一地的、有限量的民意、民声和回应答

复，对瞬息万变的新闻发展缺乏实时追踪。技术与成本上无法逾越的障碍，制约着民生新闻继

续升华发展。而当载体变成网络时，却有着太多的技术特点和优势：网络直播、投票、论坛、

留言、邮箱等方式手法，不胜枚举。 

在上述《红网》的《百姓呼声》栏目中，受众所提出的咨询求助、投诉举报等，可得到如政府

部门、法律专家的回应，还可进行实时或延时的问答和对事件的跟踪关注，直至问题解决。通

过网络载体，随时随地对民生新闻进行低成本的无限量实时跟踪，使网络民生新闻可收集汇聚

最广泛、最真实、最代表“民众利益”的民众声音，并使之与政府、社会管理方、非利益相关

方等多方面进行意见交流及对话，一起实现维护“民众利益”的可能途径。 

 



在这种受众话语权极至化的环境下，网络民生新闻可以寻求到舆论监督和政治昌明并行不悖的

出口，在政府和民众之间搭建起一座半民主化的桥梁，进而给民意一个畅达的渠道。通过这种

方式，媒体把话语权从党政官员手中转移到了市民手中，赋予了全体市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权

力，让民众的意见最终上升为政府意志，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民意的公共价值。 

有研究者指出，以新闻推动公众参与社会公共生活作为新闻业的理想目标，民生新闻只是一个

开端，但这一开端会随着社会转型和中国媒介改革的双重进步而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民

生新闻的未来是否可以建构为市民公共领域，能否成为民主进化的助推器，网络民生新闻的成

熟发展，可谓举足轻重。 

唐亮 南方网新闻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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