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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地方报业记者职业角色的失调与自我合理化策略

——以福建地方报业记者为例

摘要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从福建地方报业记者的职业角

色这一视角出发，探究传媒转型期记者的职业角色的失调与自我合理化机制。研

究发现，在报业转型期，记者职业角色中的“营利者”和“宣传者”的角色开始

凸显，而且呈现相辅相成共同增长的态势。在目前报业未来发展道路尚不明确的

情况下，地方报业对地方政府的软性支持越来越依赖，“品牌宣传”成为地方报

业收入的支柱之一；与此同时，记者协助报业经营创收成为常态。

在实际工作中记者所承担的“营利者”和“宣传者”的角色越来越显要，记

者所扮演的“监督者”角色逐渐式微；然而在记者的职业观念中，“营利者”和

“宣传者”这两者却不为记者所认同。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福建地方报业走融媒

体发展之路的过程中，记者所扮演的“营利者”角色和“信息传播者”等角色间

存在较大冲突；相比较而言，“宣传者”角色的强化和“监督者”角色的进一步

式微没有给记者带来太大的冲突感。因此，转型期记者面临职业角色的失调。为

此，记者采取了各种合理化策略，改变自己对于特定职业角色的认知，以达成认

知与行为的新的平衡，适应新环境的要求。

关键词：新闻记者；角色认知；角色行为；角色失调；自我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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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balance of Professional Role of Local Newspaper

Reporters and the Strategy of Self-rationalization——A Case

Study of Fujian Local Newspaper Reporters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sorder and self-rationalization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ofessional role of journalists in Fujian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depth interview.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role of "profit" and

"propagandist" in the journalist's professional role began to be highlighted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the newspaper industry, and the situation of mutual growth was

mutually reinforcing. I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press is not yet clear.

Local newspaper industry is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the soft support of local

government. "Brand Promo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pillars of local newspaper

revenue. At the same time, reporters help the newspaper to increase revenue become a

common phenomenon.

In the practical work, the role of "profit" and "propagandist" i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and the "supervisor" role played by reporters is gradually declining.

However, reporters do not agree with these two identities. From the current trend,

there is a big conflict between the role of "profit"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or"

played by journalists in Fujian local pres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f the media.

In contrast,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propagandist" and the further decline of the

"supervisor" didn't give reporters a much greater sense of conflict.Therefore, reporters

face the role of professional disorders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To this end, the reporter

has adopted a variety of rationalization strategy to change their perception of the

specific role of the profession in order to achieve a new balance of cognitive and

behavior, to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nvironment.

Key Words:：Reporters；Role Cognition；Role Behavior；Role Imbalance ；

Self-rat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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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2014 年以来，中国传统媒体产业融合的步伐加速，传媒业发生的一系列大

事件引人注目，新老事物兴替不断。2016 年，报业发展进一步提速，既有新华

社集内容生产、渠道分发、版权追踪等功能为一体的新媒体平台上线和南方报业

集团打造的“融合重器”——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面世，也有《东方早报》《京

华时报》等知名报纸相继停刊。这些事实表明，中国传媒业进入了激烈调整期。

2015 年，中国资深媒体人朱学东
①
在《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表示，目前，中国

传媒业的发展呈现出六大趋势：第一，政治重塑媒体生态，资本影响浮出水面，

技术继续影响媒体；第二，市场化媒体艰难转型，体制媒体逆增长；第三，自媒

体尚难当重任；第四，老兵不死，中坚继续逃离；第五，新闻空心化，行业空心

化；第六，版权意识觉醒。在朱学东看来，这将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传媒业的基

本走向。

近几年来，中国传媒业的发展整体向好。据《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 2016》

（以下简称“报告”）
②
的调查数据显示，2015 年，在宏观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

传媒产业仍然增长了 12.4%，产业市场规模达到 12754.1 亿元。而且政策方面，

国家对传媒业的扶持力度在逐步加大；“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到 2020

年，文化产业要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根据“十三五”规划目标，文化产业

未来的增加值至少应该达到 5万亿元，年均名义增长率至少要保持在 13%以上。

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传媒产业在“十三五”期间应该会保持总体上的

高速增长。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传媒业仍将保持稳定的发展。

与整个传媒业的稳定增长不同，报纸等传统媒体的生存环境日益严峻。近两

年来，市场化媒体的生存越来越艰难，体制媒体偶尔的逆势上扬也属个别现象。

从“报告”的两个数据可以看出，传统媒体的市场蛋糕不断被切分； 2015 年，

中国传媒产业有两个“超越”：一是纸媒广告和发行收入的大幅下滑，纸媒市场

总收入被电影票房市场（440 亿元）超越；二是传统电视广告市场发展疲软，下

滑趋势明显，2015 年的电视广告总收入首次被网络游戏市场（1411.5 亿元）超

越。这两个数据让传统媒体感到深深的“寒意”。

① FT中文网朱学东《2014：中国传媒业大事评点》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9987。
②
《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6）》崔保国主编，传媒蓝皮书系列丛书之一，“传媒蓝皮

书”连续十二年跟踪观察和系统研究中国传媒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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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就传统报业而言，整体形势的不景气已成定局，经济

收入的下滑仅仅是“寒冬”的表象之一。“报告”显示，2015 年全国各类报纸

的零售总量与 2014 年相比下滑了 41.14%，其中都市报类下滑幅度最大，已达到

50.8%。而且，纸媒以前相对稳定的订阅市场也出现了加速下滑的趋势。面临读

者数量和广告收入的双双下滑，传统报刊的经营变得举步维艰，停刊和休刊已成

为报业的一种“新常态”。据不完全统计，2014 年，中国停刊或休刊的知名报

纸数量约为 10 家，而 2015 年这个数字扩大到 30 家左右。

这些事实数据表明，在整个传媒业步入发展快车道的同时，传统媒体尤其是

报业发展陷入困局。虽然各个地方报业都在谋求转型升级与发展，如开源节流、

开展多元化经营。虽然也有像《新京报》、南方报业集团等亮眼的表现，但整体

的衰落之势已无法避免。有研究者指出，脆弱的盈利模式、全球经济衰退和国内

经济增速放缓是中国报业陷入困局的关键性因素[1]虽然同样受到国内外经济形

势的影响，较之资本雄厚、多元化经营初见成效的中央和区域性报业，地方报业

受到的冲击更大。

与学界的观点不同，业界更倾向于将报业尤其是地方报业面临的困局归咎于

新媒体的勃兴。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公众的信息获取更加便利。

电子化、碎片化的信息阅读成为常态，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取代了传统的报纸、

电视等，成为公众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渠道。尽管如此，作为新闻生产的中坚力

量，报业的新闻采编团队所生产的内容依旧是人们日常消费的新闻资讯的主要来

源。鉴于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采访权限制以及自媒体的专业性不足等原因，包括

“公民记者”在内的中国其他内容生产者尚无法取代报业记者在新闻传播领域的

地位。后者每天生产着数以万计的新闻信息以服务社会大众的需求，尤其是他们

在政治、生活领域的信息需求。

在信息时代，即使报业日渐式微，专业记者作为我们了解外部外界的桥梁依

旧扮演着重要角色。要理解我们自己与周围的环境，理解我们所处的“拟态环境”，

传统媒体的记者就成为我们不得不关注的重点之一。近年来报业环境的巨大变

化，使得笔者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地方报业的记者。在传媒转型期，关注地方报

业记者的职业角色发生了哪些变化；关注记者的职业角色变迁以及在传媒转型期

遇到的各种问题又给新闻生产带来了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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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的纸媒行业正处于“寒冬期”，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传统报业为了

摆脱颓势，做了诸多努力。总体来说，有成功也有失败，报业自身在谋求转型升

级的过程中也在逐渐找到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子。随着传统新闻内容生产的改

变，记者的职业角色也在发生转变。新的变化必然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这个过

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伴随着冲突与矛盾。关注这些冲突与矛盾，研究背后深层

次的原因，寻找方法与对策，可以更好的为今后报业发展提供参考。

而且，就业界来说，他们更多的是关注短期内传媒业的发展，虽然也有长远

的规划，但前途不明朗，众多的报业新举措都是借鉴同行或者业界翘楚，至于成

效与否则要看具体的实施情况。对于地方报业来说，目前正处于试水期，各种手

段都要尝试，各种力量都要借用。然而，不管报业进行何种探索，这些新举措、

新方法最终都要落实到一线的记者们的身上。所以，了解记者们的看法、想法，

感知他们的需求有益于我们更好的实施媒体战略规划。

目前，很多媒体转型的“说”和“做”依旧是两码事。就拿“融媒体全面发

展”之路来说，很多报社都知道要走这条路，但具体怎么走，有何讲究则莫衷一

是，各有各的说法。中国大多数的报社的战略规划和新举措往往是借鉴国内做的

比较好的媒体同行，很少考虑到地区特点，或者即使考虑到了地区特点，但往往

也因为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对于地方报业来说，一个可能的方

式就是根据自身特色，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特色和重新定位自身角色，这些既需

要报社重塑自身定位，也需要一线记者转变自身角色定位，双方合力，才能更好

的摸索出一条报业新出路。所以本文试图从记者的角度出发，通过探究记者的职

业角色和职业分工，了解记者们的所思所想以及面临的各种困扰，为地方报业的

发展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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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献回顾

1.1 角色理论

“角色”是由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为社会所期望的行为

模式。美国人类学家 Ralph Linton把角色定义为在任何特定场合作为文化构成的

部分提供给行为者的一组规范，在社会结构中每一个角色都有他一定的功能和相

应的行为规范及模式。个体对社会期望的了解构成“角色认知”（role conception），

将感知到的社会期望内在化带来“角色认同”（role identity），个体在承担特定

角色时的行动，被称为“角色行为”（role performance）。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米德曾指出，任何一种社会职业，都是处于

社会组织结构之中，是个体角色、职业角色以及社会角色的组合体，当这多重角

色相互之间不相容或者与社会期待不相符合时，便会产生角色冲突[2]。

1.2 记者的概念

记者，简称记者，也可以称作新闻从业者和新闻工作者等，但记者也有广义

和狭义之分。狭义上来说，我国的《记者证管理办法》规定，记者，是指新闻机

构编制内或者经正式聘用，专职从事新闻采编岗位工作，并持有记者证的采编人

员。新闻机构，是指经国家有关行政部门依法批准设立的境内报纸出版单位、新

闻性期刊出版单位、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新闻电影制片厂等具有新闻采

编业务的单位。广义上来说，记者，作为一种职业是伴随着现代报纸而出现的，

1954 年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简称 IFJ）

通过一个关于记者行为的宣言，明确定义记者是指从事采集、播送、传播和评论

所描述事件中的新闻及信息的人
①
。广义上的记者包括所有从事新闻采编事物的

人员，包括商业网站、境外媒体等机构的新闻工作人员。

一般来说，我们所说的记者、新闻从业者、新闻工作者指的是狭义上的记者。

本文研究对象的记者特指福建地区经报社正式以记者身份聘用和从事新闻采编

岗位的新闻工作者，并不包括网络新闻从业者、自媒体人等其他的新闻从业者，

① 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IFJ)是西方最大的国际新闻

工作者组织。1954 年在法国的波尔多举行的第 2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文件，确定了关

于记者职业活动的 8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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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报社里的记者如果从采编岗位转到其他岗位从事非采编工作或者兼任其他

非采编性工作也属于本文的记者概念的研究范畴。

1.3 记者的角色认知

作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机构之一，新闻媒介在一定时期内会

扮演特定的社会角色。对于“新闻媒介应该承担何种社会角色”的了解，构成所

谓的“角色认知”。角色认知一直是记者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Zhu，Weaver，

Lo，Chen & Wu指出，记者对于媒介在社会中扮演角色的看法对于其个人职业

行为的影响远胜于任何个人因素[3]。在研究中，Weaver和Wilhort发现，记者的

媒介角色认知既有可能决定新闻报道的风格和内涵，也有可能影响新闻媒介的社

会功能[4]。

1.3.1 西方记者的角色认知

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学者们就开始讨论新闻媒体所承担的角色。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新闻业垄断加剧，新闻自由受到威胁的时代背景下，美

国新闻界提出“社会责任论”，明确指出新闻界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5]。“社

会责任论”就要求记者对新闻事件提出解释和分析，这和传统新闻界对记者的角

色期望有很大的差异。记者的角色认知因此成为 20 世纪 60 年代学者们研究的焦

点之一。

国外研究者最早采用调查的方法考察记者的角色认知。在调查中，记者被要

求对不同的媒介角色的重要性进行评估。早期研究为我们贡献了西方记者的角色

类型学。例如，Cohen最早将记者角色分为“中立报导者”（neutral）和“参与

倡议者”（participant），前者致力于事实的客观呈现和传递，后者代表公众监

督和批评政府决策[6]。

在 Cohen等人的基础上，Johnstone等人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来探讨记者的角

色认知[7]。他把记者对媒介角色的认知分为“中立”和“参与”两种。并发展出

了测量新闻人员角色认知的量表，由调查政府的声明及言论、对复杂的问题提出

分析与解释、把消息尽快传递给大众、讨论尚在发展的国家政策、避免报道未能

查证的消息、集中报道为最多民众感兴趣的新闻、发展大众在知识和文化上的兴

趣、提供娱乐与休闲 8个题项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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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ohen和 Johnstone等人的基础上，Weaver 和Wilhoit进一步提出“信息

传递者”（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诠释调查者”(interpretative/investigative)

和“对立者”(adversary)三种角色[8]。其中，“信息传递者”与“中立报道者”

类似，“诠释调查者”对应“参与者”角色，“对立者”则指新闻媒体批评监督

政府企业的功能。在这一项研究中，Weaver 和Wilhoit还把测量角色认知的量表

拓展为 10 个题项，新增“经常怀疑政府官员的行动并和其对立”和“经常怀疑

企业的行动并和其对立”两项，测量受访者对于“对立者”角色的认知。后来，

Weaver和Wilhoit[9]又继续添加了“设定政治议题”“让民众表达看法”等题项。

经过多次拓展，测量记者角色认知的量表发展为 21 个题项[10]。

此后，多项研究表明，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记者认为最重要的角色是“调

查政府的声明与言论”和“把消息尽快传递给公众”。其他调查研究也发现，中

立、客观被视为新闻职业理念的核心，为较多西方记者所体认同[11][12]。

尽管如此，近年来，研究者发现，记者的角色认知正在发生变化[13]。随着新

媒体的普及和新闻文化的沿革，尤其是“公民记者”的兴起，“解释者”有超过

“信息传递者”，成为更受西方记者认可的媒介角色的趋势[14]。Coleman发起的

一项针对美国主修新闻学的学生的最新调查显示，在后者看来，公民记者承担了

专业记者传统的对立者角色，增加了人们可以获得的信息和意见的数量，这使得

专业记者的“解释者”角色更加必要，因为人们需要筛选所有这些信息，从中挑

选出有效的信息 [15]。Weiss对拉丁美洲，特别是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墨

西哥和秘鲁的记者的在线调查也发现了类似的结论，即“解释者”和“民粹主义

动员者”角色受到这些国家的记者的重视[16]。可见，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周

围环境日益复杂，提供针对复杂问题的分析解释逐渐成为记者的共识。

记者这一群体不仅仅在新闻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社会领域中也扮演

着不可或缺的角色。Hanitzsch 和 Vos 指出，记者在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两个

领域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政治领域，记者扮演了 18 种角色，以解决日常政

治生活六方面的需求，分别是信息指导、分析协商、批评监督、激进鼓吹、发展

教育、促进协作；在日常生活领域，记者将角色映射到消费，身份和情感三个层

面，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功能[17]。

通过梳理美国新闻从业者连续三个十年的社会调查数据可以发现，美国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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