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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环境新闻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从社会建构的角度上看，特定环

境叙述的成功建构往往受到政治权力、经济资本、商业逻辑、科学权威等因素的

影响。随着公民环保意识的增强和媒介素养的提高，民间的声音也成为了影响媒

体环境新闻建构的重要因素。本文以垃圾焚烧议题的媒体建构为例，选取《南方

都市报》中垃圾焚烧相关报道作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系统理论和场域理论为指导，

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描述媒体环境新闻建构的文本特征，重点分析了民众和

NGO 在新闻场域中的话语表达及其对环境新闻建构的影响。 

在建构垃圾焚烧的新闻报道时，《南方都市报》注重对垃圾焚烧事件的即时

和总结报道。一方面，南都足够重视垃圾焚烧议题，倾向于将其视为社会生活议

题。但是，在垃圾焚烧新闻报道中依然无法避开政治因素，甚至存在对政治信源

的依赖；另一方面，南都的垃圾焚烧新闻报道给予民众较大的话语空间，而 NGO

则处于被忽视的状态。 

在民众的话语表达方面，民众对新闻文本的框架选择具有一定的影响，倾向

于表达公众参与、维权和冲突、风险不确定性的框架内容，并对文本反烧论据有

显著影响。经济地位不同的民众对新闻文本的影响存在差异，媒体的信源引用更

偏好中上层民众，但底层民众的话语表达则更加倾向于提供反烧论据，并对垃圾

焚烧持反对立场。在 NGO 的话语表达方面，NGO 在垃圾焚烧新闻报道中是被忽

视的存在，对媒体环境新闻生产不具有显著影响。 

总体而言，民众在垃圾焚烧的新闻报道中具有一定的话语空间，具有影响环

境新闻生产的能力。但是，媒体给予民众话语空间的同时也存在对经济精英的偏

好，而 NGO 则直接在垃圾焚烧这一环境新闻的生产中失语。新闻场域中民众和

NGO 话语表达的现状表明民众和 NGO 对新闻文本的直接影响是不充分的。要进

一步促进民间声音的媒体表达，需要民众和 NGO 遵循转型期媒体的运作逻辑，

采取合理的媒体运作策略；需要在党管媒体的原则下继续深化传媒体制改革，适

当放松政治权力对媒体的束缚，发挥媒体为民间声音提供舆论平台的功能；也需

要媒体在市场化背景下对专业主义理念的坚持。 

 

关键词：环境新闻；垃圾焚烧；民众；NGO；话语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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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news is the product of social construction in a certain degre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nstruction, a successful construction of the specific 

environment narration is often influenced by factors such as political power, 

economic capital, business logic and scientific authority.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citizen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media literacy, the folk voi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media's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news. In this 

paper, under the guidance of social system theory and field theory, we taking the 

media's construction of waste incineration project as an example, choose the related 

reports of waste incineration in the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es the method of content analysis to describe the textual features of the media's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news, and mainly analyze the public and NGO's voice 

on the news field and its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new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ste incineration news reports, as a city newspaper,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focus on the incident and summary report of the incident 

of waste incineration. On the one hand,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waste incineration issues, tend to be regarded it as social life issues, but in 

the waste incineration news, it also can't avoid the influence from political factors and 

even depend on political sourc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waste incineration news 

reports of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gives the public a larger discourse space, while 

NGO is in a neglected state.   

In the aspect of the expression of people`s discourse, people have influence on the 

choice of framework of the news text in a certain degree, they tend to express the 

framework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rights protection and conflict, risk uncertainty, and 

they also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anti-burning argument of news reports. The 

influence from different people with different economic status on the news text is 

different. Media's source quotes prefer the upper-middle-class people, but the 

expression of the middle-lower-class people is more inclined to provide the 

anti-burning argument and hold the anti-burning stance. In the aspect of the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Abstract 

III 
 

expression of NGO`s discourse, NGO is a neglected presence in waste incineration 

news reports and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media's environment news making. 

In general, the public have a certain discourse space in the news making of waste 

incineration, and have the capacity to impact environmental news making. However, 

the media gives people discourse space while there are preferences for the economic 

elite, and NGO has not discourse space in the environmental news making of waste 

incineration. The status quo of the presentation of popular will and public expression 

in the news field suggests that the direct impact on the news text of Public and NGO 

is inadequate. To further promote the media expression of folk voice, they need to 

follow the operation logic of the media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and adopt reasonable 

media operation strategy, and need to continue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media 

system under the principle of Party control of media which is in order to appropriately 

relax the political restrictions for news report and let the medias play as public 

platform for public voice, and it`s also necessary for medias to insist the idea of 

professionalism under the market condition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news; waste incineration; people; NGO; discourse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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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一、研究背景 

（一）转型期的传统媒体与环境新闻 

转型期中国传统媒体的发展与变化主要体现在大众传媒与政治权力、经济资

本之间关系的变化。对于中国的传统媒体而言，从建国后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

媒体主要作为政府的喉舌、工具而存在，二者之间呈现出的是管理与被管理的上

下层级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的媒

体也呈现出新的特点，逐渐增强了信息传播功能，成为有效社会动员和组织的载

体、工具（叶皓，2008）。以公共政策的传播为例，随着技术的进步、制度变革

和社会变革的深入，政府的政策传播逐渐从原来政府主导的单向传播变成相互作

用的双向传播，传播框架和逻辑从“控制和宣传”转向“协商和互动”（李希光、

杜涛，2009）。 

在传媒改革过程中，传媒通过市场化和商业化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回归专

业主义并逐渐摆脱束缚（张宁、邓理峰，2013）。然而，随着传媒的市场化和产

业化，尽管经济的独立和政治空间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媒体自由，但商业

化的侵蚀也日渐炽腾，成为媒体的另一道紧箍咒，媒体不过是从服务于权力转变

成服务于资本（张宁、邓理峰，2013）。潘忠党（2008）更是指出，传媒的产业

化过程中日益出现政治权力和资本相勾连，利用传媒资源以实现其自身利益的危

险现象。 

转型期传统媒体的产业化、商业化、集团化、股份化，导致了资本逻辑在媒

体管理中取得主导地位，广告商与企业主在成为媒体资本的主要提供者的同时，

也获得了对媒介内容的支配权，传统的公共精神新闻学正在让位于金钱驱动的商

业化了的新闻学（张宁、邓理峰，2013；李希光，2006a；李希光，2006b）。媒

体新闻报道中涌现出大量不核实、不准确、不公正，充满猜测、低级趣味的坏新

闻，使得整体新闻环境出现新闻报道普遍质量低劣化、新闻同质化、新闻报道的

选择性与新闻偏见日趋严重等特征（李希光，2006a；李希光，2006b）。 

在环境新闻的衍变方面，自 1984 年《中国环境报》创刊至今，中国环境新

闻传播经历了启蒙呐喊期、群体曝光期、环境议题多样化期（贾广惠，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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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在报业市场化改革、行业报体制改革以及其他相关体制改革的大

潮下，我国的环境新闻报道也进入了转型期，环境类媒体无可选择地站在市场的

边缘（王婷婷，2008）。   

转型期的中国环境新闻报道一方面呈现出较为良好的发展态势：环境新闻报

道数量快速增长，媒体的环境意识普遍加强，报刊对环境新闻越来越重视，环境

新闻在新闻报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高立鹏、唐秀萍，2002；王婷婷，2008）。

另一方面依然存在一些问题：环境新闻报道“运动型”、“一阵风”问题较为严重；

环境新闻仍处于被动反映状态，环境新闻报道取决于环境题材是否具有刺激性；

受制于权力操控和资本钳制——环境新闻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大多还笼罩于“宣

传”的权力体系中，而资本也在不遗余力地驱逐环境新闻传播；公众“缺位”；

环境新闻传播缺乏稳定的激励机制和人才保障（高立鹏、唐秀萍，2002；贾广惠，

2014；王莉，2011）。 

总而言之，环境新闻报道现状与传统媒体的大趋势既有相同之处——受制于

资本的逻辑，同时又具有其特殊性——受政治权力的操控更为明显，并且在新闻

报道的总体选择中处于边缘地位。由此可见，对于转型期中国的环境新闻生产而

言，其受到的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基于这样的基本认识，讨论民众和 NGO 等民

间社会主体对媒体环境新闻生产的影响也就有其必要性。 

（二）垃圾焚烧议题的事件背景 

自从进入工业时代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速，人类的物质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从自然界攫取的资源也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人类生产生活过

程中产生的废弃物急速增长，人类也面临着如何处理大量垃圾的问题。 

根据环保部《2016 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的数据1，

2015 年全国 246 个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18564 万吨，城市垃圾的处理刻

不容缓。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的垃圾处理方式都是以卫生填埋为主，但直接填

埋存在占地面积大，产生的臭气和渗滤液容易导致空气污染、土壤污染和地下水

源的污染。另外几种垃圾处理方式中，生化堆肥虽然有利于城市生活垃圾中含量

较高的有机物的循环利用，但由于生活垃圾成分复杂，堆肥周期长、占地大、成

                                                             
1
 本资料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官网

（http://trhj.mep.gov.cn/gtfwhjgl/zhgl/201611/P020161123507795479700.pdf. ）最后访问时间 2017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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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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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高、肥效低，且重金属含量多数超标，其处理规模难以扩大（殷耀平，2016）。

因而，垃圾减量效果好又兼具能源利用效果的垃圾焚烧发电便成为了各大城市处

理垃圾的优先选择。 

然而，有关垃圾焚烧发电的安全性也受到广大民众的关注。出于对垃圾焚烧

产生的二噁英等污染物的担心，各地垃圾焚烧项目的建设遭到周边民众的强烈抵

制。2009 年开始的番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争议、2007 年的北京六里屯和阿苏卫

反建风波、2009 年的上海虹桥反扩建抗争等群体性运动此起彼伏。其中，广州

番禺垃圾焚烧项目的系列公众环境抗争和决策参与活动尤其突出，引发了国内对

垃圾焚烧争议的舆论高潮。 

自 2006 年起，广州市开始为垃圾焚烧处理造势，先后偶有媒体报道番禺拟

建垃圾焚烧厂，以及宣传垃圾焚烧的必要性。2009 年 9 月，《南方都市报》的报

道《二噁英阴影笼罩，居民心结难解》拉开了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事件

的序幕。期间政府、民众、专家、媒体等行为主体围绕发电厂选址问题、垃圾焚

烧的风险问题、城市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处理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话语交锋，直到

2013 年 6 月广州第四资源热力电厂奠基，方告一段落（肖伟，2016）。在整个选

址事件持续的过程中，《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新快报》、《番禺日报》等

媒体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媒体对垃圾焚烧议题的关注也逐渐超出垃圾焚

烧选址以及垃圾焚烧的风险争议的范畴，有关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决策中政府决

策的合理性、公民参与诉求的正当性的讨论逐渐成为《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新闻

报道的重要议题。 

二、研究问题 

随着全国生活垃圾总量的高速增长，垃圾围城问题给中国城市发展和建设敲

响了警钟。在仅依靠垃圾填埋场不足以解决垃圾围城的情况下，垃圾焚烧便进入

了决策者的视野，垃圾焚烧也随之成为政府、民众、媒体等行为主体密切关注的

议题。以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的选址事件为例，在这一场以垃圾焚烧处理为核心

的话语交锋中，媒体作为新闻报道的组织者，不仅仅局限于对事件进展的跟进，

更是充分发挥了其议程设置和选择叙述框架的作用。然而，正如我们在研究背景

中所梳理的，媒体新闻报道，尤其是环境新闻报道，不仅受到资本逻辑的操控，

更是受到政治权力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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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具备一定公民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华南板块民众，以及垃圾焚烧发

电厂周边的村民而言，垃圾焚烧厂的建设与他们的利益直接相关，出于对二噁英

等垃圾焚烧污染物的担心，以华南板块居民为主的反烧民众纷纷在互联网上形成

自己的“反烧阵地”，如丽江花园业主的“江外江”论坛、祈福新村业主的“祈

福人热线”论坛。此外，当地居民还纷纷以贴反烧车贴、口罩秀等方式表达自己

对垃圾焚烧的反对。随着整个事件的深度发酵，“绿色和平组织”等环保非政府

组织也出现在媒体新闻报道中，表达各自对垃圾焚烧与垃圾处理的意见和建议。 

总体上看，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系列事件中的民间声音可谓此起彼伏。但是，

这股看似强大的民间声音是否能够在新闻场域中占据有利位置，从而在垃圾焚烧

系列报道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正是本文期望通过对《南方都市报》垃圾焚烧相

关报道进行分析来回答的问题。另外，倘若民众和 NGO 在环境新闻报道中的话

语表达能够对媒体环境新闻报道产生影响，那么这种影响与政治权力、经济资本

和专家知识对媒体的影响相比有何不同？基于对有关政治权力、经济资本和专家

知识对媒体影响的研究的梳理，本文也将对此进行简要比较。 

三、文章结构 

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章：导论。该部分首先介绍了转型期的传统媒体和环境新闻，描绘出影

响媒体新闻报道的主要力量。其次，介绍了我国大、中城市垃圾围城的困境，选

择垃圾焚烧的必然性，以及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的大致背景。并在此基

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看似强大的民间声音是否能够在新闻场域中占据

有利位置，从而在垃圾焚烧系列报道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又是否能够对媒体环境

新闻报道产生影响？ 

第二章：文献述评。本文的文献回顾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媒体与社会：

社会系统理论的视角”部分主要从社会系统理论的角度出发，了解媒体作为一种

社会子系统是如何运作的。“新闻专业实践：新闻场域中的力量勾连”部分承接

上一部分有关大众媒体作为社会功能系统的理论研究，从场域理论入手，结合新

闻专业主义的实践空间，从文献层面探讨媒体新闻生产中的力量勾连。“环境新

闻的生产”部分则主要介绍环境新闻的定义，以及影响环境新闻生产的主要因素。 

第三章：研究设计。该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对象的选择和数据的获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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