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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优化环境新闻报道
“

——

以 《贵 阳 晚报 》 为 例

颜春龙 王积龙

【提 要 】 近年来 , 中 国报刊 有关环境新 闻 的报道稳步上升 , 议题不 断增 多 , 监督 力度

增大 , 但也存在一些 不 足 。 以 《责 阳 晚报》 为例 , 设计 内 容分析量表 , 考察 《贵 阳晚报 》

环境新闻生产过程中 的成绩及不足 。 该报作 为贵 州 地方性的综合新 闻纸媒 , 与 国 内 同 类媒

体相比 , 在环境新 闻报道方面表现 出 一些优势 ,
议题设置丰 富并且不 断优化 , 舆论归责具

有优势 ,
以地方性环境 问题为 主有利 于推动 问题的解 决 。 不足之处是 , 深度调查报道的几

近缺失 , 缺乏舆论监督的 强度 ； 环境新 闻 多属 于危机传播而 少常态报道 。

【关键词 】 贵阳晚报 环境新闻 危机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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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特质 。

一

、 研允 目 景与 目标 在新闻 内容的选择上 , 除去娱乐新闻 、 体

多年来 , 中 国报刊有关环境新闻 的报道稳
■ 、 — 〈〈 》

步上升 , 议题不断增多 , 监督力度 增大 , 但也
的本地新闻 ( 常为 个版 ) 、 中 国新 闻 、 今 曰

存在 些不足 。 本文以 《贵阳晚报 》 为例 , 设
视点 ( 常为 个版 、 国际新闻等作为客体来

计内容分析量表 , 考察 《晚报 》 环境新闻生产
究 。 目的是要在 出版周期 、 数量、 新闻报道的

过程中的成绩及不足 。

夕卜 天灰、

作为西部生态较为脆弱 的省份贵州 , 当地
‘ ”

媒体在 向 公众传播环保方賴信息情况贿 ,

本讓为参照 。 卩南方的 《南方周

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众对当地环境问题 的认知 。

末 绿色 》 , 北方 的 《北足 青年报 》 、 东部 的

由于贵州暂时 尚 没有专业的绿色新闻 出版物 ,

《解放 日 报 》 《新民周刊 》 等作为参照 , 过

环保信息传觀能在齡細細驗観选
—胃― 《―》

取 。 为此 , 我们选择了 《贵 阳晚报 》 ( 以下简称

《晚报 》 ) , 因为 《晚报 》 面 向市民阶层 , 其形式

釓
阳

才

基

二
“

号

系

乃至贝州 目 目 最具影响力 的强势媒体 ’ 居贵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 目
“

生态危机报道 与

州纸媒发行量第
一

, 在 贵州 地方较 有影响力 。 可持续发展 ： 环境新闻在我国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

( 项 目编

故此 , 选取 《 晚报 》 可 以代表贵州地方纸媒的 号 ： 的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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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前从已有的 篇样本来看 , 共分为 大类 ,

— 、 研究方法 分别为
“

矿难
, ,

、

“

泥石流与滑坡
”

、 洪水与交

内容分析是本文主要研究方法 。 根据环境新

闻理论与舆论学的相关标准 , 我们设计了内容分

析量表 , 包括 《晚报 》細 的题材 、 具体内 容 、

正负面比例 、 篇幅細与新闻 区域分布等 系 歹

指标 , 目标是在理论框架下提出假设 , 考察 《晚
！

报 》 新闻生产过程 中的 问题 。 为此 , 我们对 《 晚
‘

报 》 年 月 至 月 月 这 年的擁进
以

‘

篇 占据第
一位 , 比重为

行了随机鮮 。 考鎖 上的分布及類盖率 ,

占

我们采取每月 抽取 期 , 定距为 周加 天
,
即

笛 笛
一

闲士 闲
一 务功 目 旨

) 篇占总样本的 ：

, 洪水与交

通
”

、

“

矿难
”

等 , 纖于 。 之所以说 《晚
的错位分布 。 我们共获得环境新 闻样本 份 ,

《 、、 曰

即新闻报道 篇 , 基于此展开研究 。

敢七 、 、沖 访 ：念吐
题应该与社会问题单相

一

致 。 因为新闻价值来
、

源
研宄方法还涉及 比较研宄法 , 包括 《晚报 》

于社会问题单 , 这样才能使得议题设置击中绷肖
与国 内其他报纸 的 内容 比较 , 如 《解放 日 报 》 、

最紧的那根弦 。 就我 国的现状来看 , 目 昍 中 国环
《北足青年报 》 、 《新民周刊 》 与 《南方周末 绿

、日 儿

、、 ？ ±
、

苗 宰
境退化成本增速 巳经超过 了 的增速 。 如

色 》 环境报道的各要素比较 。 虽然抽样方法不
。

口 ★
年环境退化成本增速为 , 增速

问 , 但文 中所用 《晚报 》 以外统计数据 以 比较
」 。

佑士士 甘
、

每糾 右士女
为 。 世界银彳了 年的数据显 , 仅全

值为主 , 故此不影 响其科学性。 另外还有文本
《

气和水污染对于中国经济造成的健康和非健康损
分析法 , 比如新闻 的时间分布 、 作者各要素分

。 。 曰 、

士 绝 奴 丨 夕 ：

失相 甴 于 的 。 也就是说 , 在 中 国 ,

析等 , 努力从多个角度研允 《晚报 》 的特征 。

口州 曰
、

空气和水污染是 目 面临的最大问题 , 这
一

点与

三 、 研究结论
《晚报 》 环境新闻议题最多的

“

污染
”

正好契合 。

、 一

最后 , 议题设置优化的另
一坐标是会议 政

《晚报》 环境新闻十年来形成的优势 策类新闻 比例 的相对较小 。 会议新 闻 政策类新

《晚报 》 十年环境新 闻稳定上 升且议题 闻是我国新 闻报道的一大现象 , 在环境新闻领

设置 日渐丰富 域也不例外 。 这类新 闻带有 明显 的行政属 性 ,

首先 , 作为
一

个综合性的地方新 闻出版物 , 文风僵硬 、 读者少 。 对于市场化报纸来说 , 会议

《晚报 》 的环境新闻是在综合类新闻基础上形成的 与政策本身并没有问题 , 应该把这些思想、 精神

报道 , 其内容与分类 日渐丰富多样 。 从所抽取的 放在环境问题的报道与解决问题的分析中写出来 ,

样本来看 , 年上半年环境问题的新闻报道仅 新闻最重要的方式是要在讲故事中呈现事实 。

停留在矿难 、 污染 、 台风与资源保护 ( 环保 ) 这 《晚报 》 年的样本数据显示 , 篇环境新

四类 , 共计 条新闻 。 其中 , 非本地新闻的
“

台 闻 中 , 仅有 篇为会议 政策类新闻 , 仅占总样

风
”

有 条 , 占据 , 另外三类各 条 。 本的 。 其中 , 、 年度的样本中没

年环境新闻增加至 条 , 增加贵州地方性的环境 有此类新闻 ； 最多时也只有 年的 篇 , 平均

新闻 , 如
“

洪水与交通
”

类 条 ,

“

干旱
”

新闻 每年为 篇 。 与此形成对照 ,
《北京青年报 》 的

条 ,

“

生活类环保
”

新闻 条 ,

“

污染
”

类的新闻 抽样样本显示 , 在 篇环境新闻的样本中 , 会

增加至 条 。 年样本中共有 篇环境报道 , 议 政策类新闻有 篇 , 占据总样本的

其中扩展了
“

泥石流与滑坡
”

类报道 篇 ,

“

火 《解放 日 报 》 的 比例为 。 会议 政策新闻

灾
”

篇 ,

“

地震火山
”

类 篇 。 也就是说 , 《晚

报 》 的环境新闻报道题材是在不断拓展的 , 并在 ① 《中国环境退化成本增速超过 》 , 《参考消息 》 年

这些框架内不断巩固原有话题 , 开拓新的 内容 。 月 日 。



颜春龙 王积龙 ： 如何优化环境新闻报道
——以 《贵阳晚报 》 为例

在这些地方性大报中 占据着特殊重要的地位 , 而 我国同类综合纸媒 ,
比例上具有较大的优势 。

《晚报 》 其会议新闻比例相当之低 。 其次 , 《晚报 》 的天灾人祸观比例也明显高

环境新闻按照西方 的惯例就是问题报道 , 于我 国 同类综合新闻纸媒 。 天灾人祸观是指当

是负面新闻 。 这样就是要把责任 归咎于人 ,
通 环境问题发生的 时候 , 新闻报道认为 问题是 由

过人行为方式 的改变来 建立
一

种生态法则 的 谁造成的 。 环保主义者认为是 由人造成的 ( 即
“

生活方式
”

。

① 因此 ,
环境新闻就应该对准 问题 人祸 ) , 然后舆论归责于人 , 再调动人的积极性

本身 , 而不是之外的其他事物 。 为此 , 西方有 来推动问题的改变 ； 天灾观认为环境问题是 由

学者不主张环境问题报道的
“

平衡
”

, 而是有倾 自然原因造成 的 , 并不思考人类行为 的过错 ,

向的负面新闻 , 因为全球生态危机 已经 到了非 从而把问题推给老天爷 。 是否承认人祸 , 是环保

常紧急的 时刻 , 需要人们积极行动起来 。 因 主义者区别于其他非环保主义者的
一

个重要属性 。

此 , 《晚报 》 会议新闻少 , 而相应地针对问题的新 在新闻中 , 这
一

标准的作用在于引导舆论 ,
通过

闻就多
一

些 , 后文的研究数据也支持这
一看法 。 公众参与让灾难责任明确 ； 让人们反思 自身 , 从

《晚报 》 环境新闻的舆论归责具有优势 而改变错误行为 , 达到公众参与环保的 目的 。

《晚报 》 把环境灾难归为人祸 的环境新 闻有

推动公众参与 , 进
一步形成共识以推动问题解决 。 篇 , 占总样本数 的 。 这是

一

个
环境新闻实际上属于负面为主的新闻 , 这也是由不 相对较高的比例 , 在同类综合新闻报纸中是较高
断恶化的生态环境 现实所决定的 ’ 任何形式的解 的

一

家 。 这类数值在大灾之年表现尤为突出 , 如
决方案其前 揭示事实將播于大众 。 因此 ’ 负 年汶川大地震咖 , 人祸类环境新闻高达
面消息对于环境新闻的舆论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

篇 , 而这 年的均值仅是 篇 。 《北京青年
；

报 》 人祸随 比例为 ；
《解放 日 报 》 为

首先 ,
《晚报 》 环境新闻负面比例明显优于

。 这 特征决定了舆论将会往警示人的方
国内同类媒体 。 《晚报 》 样本中 , 麵消息 面发展 , 从而改变人的错误来维持生态系统的可

例
持续发展 。 当然 , 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当属专业新

其他同类新 媒体当 中具有 定的优势 。 在东部
旬 出版物 《南方周末 馳 》 , 该报 篇样本

《解放 日 报 》 年至 年 中 间抽取 份 ’

中 天灾因細仅 占 天灾加人祸的比例

；
纯人祸为 。 面对人祸瓶过

§ 闻报道引导舆论需要勇气 , 《南方周末 》 的人祸

观以它特有的气质达到了相当高 比例 , 提高了媒

体在公众心 目 中的形象 。 这从
一个侧 面反映出

报道有 篇 , 所 占 比例为 。 比 《晚报 》 、
“ 八 廿

、

士 米
《晚报 》 这个地方性 的 报纸 , 其 环境 新 闻 中

仫 細的为人祸观 ,
已经是比较高的比例 。

境问题多以 贵州 为主 , 有利 于繊

有高达 的比例为负面消息 ； 美国 的同类媒

体环境健練刚
环騎醜 程设 意到 地方

的负面消息 比例高达 左右 。 主要是 因
°

为这類体的非盈利性质 , 没有市场生存的负担 。

： ？

另 种是像 《南方周末 绿色 》 这样的专业化新

闻媒体 , 我们抽样其 年至 年三年的报

纸 篇环境新闻 , 负面消息为 篇 , 占总体比 ①

例的 主要是因 为 《南方周末 》 在我 国
咖她 ’

, ,

—

媒体中特殊的地位 , 及其第
一家绿媒体版面的特 ② 。

殊性 。 从这个角度来看 ,
《晚报 》 的负面消息 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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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灾难也是
一

个很重要 的环境问题 。 其中 , 年至 年这 年的报纸 , 抽样 出

具有贵州特色 的环境新闻类别分别是
“

洪水与 篇环境新闻 , 其中深度调查报道为 篇 , 占总

交通
”

共 篇 , 占总样本的
“

矿难
”

样本的 。 与综合新闻杂志相 比差距更

篇 , 占总样本的
“

泥石流与滑坡
”

大 , 年至 年的 《新 民周刊 》 , 新闻总

共 篇 , 占总样本的 。 样本为 篇 , 环境新闻深度报道有 篇 , 占

另外 , 污染类的新 闻有 篇 , 占据总样本 总样本的 。 与非盈利媒体相 比差距更

的 比例 占据样本的第 位 , 其中一半 大 , 年北京 的深度报道 占据总样本的

以上与煤矿开采有关 。 这里议题设置具有地方 美国的环境健康新闻网 年至

性 , 比起国 内其他纸媒也不逊色 。 比如我们对 年深度报道 分别 占 总样本 的 、 与

《南方周末 绿色 》 年期 间 的 篇样本进行 几乎有一半的新闻属于调査性的新闻 。

分析 ’ 本地新闻仅有 篇 , 仅 占总样本数量 的 《南方周末 绿色 》 在此方面是我 国绿媒体的楷
《新民周刊 》 年至 年抽取的 模 , 该版 篇样本的深度报道有 篇 , 占据

篇环境新闻样本 中 ,
上海市 的环境新闻仅仅有 总样本的 , 在国内外属于佼佼者 。

篇 , 占总样本数量的 , 也就是说 《新民周 究其原因 , 首先 , 是因为报纸的定位 。 作为

刊 》 里面的环境新闻有 都是上海之外话题 。 一

个地方性的综合媒体 ’
《晚报 》 主要服务地方公

、

如此来看 ,

、

《晚报 》 作为地方性的大报 ’ 其 众以综合新闻信息为主 ,
环境问题只是其中 的

一

话题多以本地为主 , 而且议题设置逐渐拓展 , 适 个方面 。 但随着环境问题的 日 益突 出 , 贵 阳地区
合本地实际 。 媒体为了适应地方社会与市场 , 而

的受众会对环境问题越来越关注 , 环境新闻的质
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本地话题上 , 这在一定程度上 量亟待改善 。 其次 , 市场压力 。 《晚报 》 属于都市

类擁 , 很多賴属 于快餐麵 , 这类新闻生产
—

翻较短 , 而真正的环境新闻属于调查性新闻 ,

方舆论 态良性发展的 ,
〈〈晚报 》 的优势

卞
在于此 。

生产周期长 ,
生产成本高 , 因此只能蜻蜓点水 ,

《■》

点到即止。 如 《公众参与环保将被立法保护 , 民
调查性 的 近缺失 ’ 论监

嶋织有望发力 》
② 这篇稿件 , 本来可以做成

督的
篇具有贵 阳特色 的环保新闻 , 可 以考察贵 阳的

描”！
多

刚环保组织的生存状况与对此 的大众态度 ,

可能需要很长 的新闻生产周期 , 本文仅 以

！ 字左右 顔■给餘 篇侧性删 。

？ 册 ,
《晚报 》 尚未培养 出独立、 专业的环

了环境新闻本质上是调查性报道 , 是深度新闻 。

、、
境记者队伍 。 环境新闻属于科学传播 , 它需要相

对专业化的记者 , 而不能 由社会新闻记者长期

任 。 我们收集到 《麵 的 扣 篇调查性环境新闻

样本 , 作者都不一样 , 说明 《晚报》 没有这样的
篇 , 占总样本的 在 字之间短

环境新 闻有 篇 , 站总样本 比例的 ； ！！

字以上的较长
一

点的环境新闻为 。 跨 ？

度 年的样本其深度报道仅有 篇 , 占总样本 , 二 ！

的 其中 , 年里仅有 年与 年
从这 角度来说 ’ 《南方周末 渌色 》 起

各 篇 ； 年 篇 ； 年与 年各 篇 ；

有 年 篇都没有 这胜数据表明 , 我们抽取 《晚 ① ：

报 》 的 篇样本 ’ 不贿深 调查的特质 。

：； ： 二
’

,

《晚报 》 与国 内 同类综合地方大报相 比 , 其 ② 《公众参与环保将被立法保护 , 民间组织有望发力 》 ,
《贵 阳

不足也相 当 明 显 。 我们抽取 的 《北京青年报 》 晚报》 年 月 日 。



颜春龙 王积龙 ： 如何优化环境新闻报道
一以 《贵阳晚报 》 为例

了
一个相对稳定的记者队伍 。 随着环境问题的 日 也有可能对生成本地环境问题的舆论没有帮助 。

益突出 , 综合类的报纸可能会有专业的绿色版面 , 危机传播最大的缺点在于它是
一种应急传

如 《南方周末 》 那样去培养 自 己的环境新闻记者 。 播 , 具有事后性 , 不能在环境灾难发生前进行预

因此这是 《晚报 》 努力的方向 。 测 。 又由于 《晚报 》 的环境新闻多不是调查性报

环境新闻多属于危机传播而无常态报道 道 , 产生的
一个负 面后果是公众缺乏环境问题的

我们所说的危机传播是相对于常规报道而言 公共参与机会 ,
也造成公众对于外界环境信息的

的 , 就是
一

种被动地追灾难新闻的报道方式 。 我 不信任 。 媒体是推动环保透明度的主要 日 常力量 ,

们统计的样本中有 篇
“

矿难
”

的报道 , 占总样 地方媒体对当地环境问题的公众参与肩负有责任 。

本的 , 都是事故发生以后 的报道 。 洪水 因此 , 没有公众参与的危机传播及其后的危机管

和交通
”

有 篇 , 占总样本的 这些报 理实质上是没有适应民众不断变化的环境问题参

道有 篇是发生洪水以后进行的报道 。 其他如 与要求 , 从而为一些环境问题群体事件的爆发埋
“

雪灾
”

、

“

火灾
”

、

“

干旱
”

与
“

台风
”

等 ,
也绝大 下隐患 为 了解决这些问题 , 对

一

些环境问题

多数是事件性的报道 , 是
一

种被动的报道或者记 报道采用常规报道的方式更为重要 , 如 《南方周

录 , 内容简单 、 字数少 。 唯
一例外的是气象类新 末 绿色 》 那样 , 该版并不以危机报道为其特色 。

闻 , 共 篇 , 占总样本的 。 该类新闻具 因此 , 《晚报 》 的环境新闻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

有
一

定的服务功能 , 严格意义上说不算环境新闻 。

即使是被动性的危机传播 , 这类新闻有相当 本文作者 ： 颜春龙是 贵州 民族大学传媒 学

的数目来 自 于贵州 以外的地方 。 比如样本中
“

台 院院 长 、 教授 , 新 闻传播 学博士 , 中 国

风
”

有 篇 , 省外 篇 , 国外 篇 , 却没有 篇 社会科 学 院民族学 博士后研 究人 员 ； 王

为贵州本省新闻
；

“

地震
”

、

“

海啸
”

、

“

火山
”

有 积龙是博士 ,
上海 交通大学 媒体与 设计

篇样本 , 国外有 篇 , 国 内 篇 , 贵州省仅有 学院 副教授

篇 。 这些基本上都是国外发生较大灾难的时候 责任编辑 ： 马 光

进行的二次文献报道 , 如转载 、 改写等 。 产生这
一

现象的原因在于生产出这类新闻的成本低 ,
而且

又契合于 《晚报》 环境问题的新闻仅仅是事件报道 ① ：

的特性。 这类话题可能会开阔地方读者的眼界 , 但
”

’ 沪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