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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框架理论和议程设置理论，以我国权威性新媒体平台——《人民日报》微博为研

究对象，借助内容分析方法，探究新媒体平台上老年人媒介形象的呈现现状以及新媒体建构老年人媒介

形象的议程设置和框架策略。研究发现，老年人的新媒体形象以积极正面为主，《人民日报》微博通过老

年群体的正面形象建构和老年议题的正面呈现，构建和谐社会图景，引导社会主流价值观；但另一方面《人

民日报》微博仍存在性别、地域报道不均衡的情况，体现了不可避免的媒介偏见。另外，借助多种形式

和渠道的融合报道成为《人民日报》动态立体地呈现老年人新媒体形象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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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近年来，本来在社会上属于弱势群体的老年人因

为不断出现“讹人”“碰瓷”“霸座”“易上当”等负面新闻而备受关注。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逐渐凸

显，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人口中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达到 24090 万人，占总人口的

17.3%，预计到 2020 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 2.48 亿，老龄化水平达到 17.17%。到 2025 年，我国 60 岁

以上人口将达到 3 亿，中国将成为超老年型国家①。

大众媒介是人们关注老年群体的重要渠道，尤其进入新媒体时代，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成为老年

群体报道的重要平台，同时因其可接近性和受众的广泛性，新媒体对于老年群体形象的呈现直接影响老

年人的自我认知以及大众对老年人的态度和评价，老年人新媒体媒介形象的有效建构有利于引导大众对

老年群体给予更多关注，倡导年龄平等文化，加强对老年人的制度保障和人文关怀，从而为我国经济社

会稳定和文化价值观建设营造良好氛围。那么，在我国主流新媒体上，老年人形象到底是如何呈现的呢？

本研究试图通过内容分析呈现《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对我国老年群体媒介形象的建构及老年议题的报道

框架，并分析其在老年报道中存在的偏差，以期对未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及我国其他新媒体平台的

老年群体形象传播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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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框架理论和议程设置理论作为大众传播学领域重要的研究范式被广泛应用到多种议题研究中。国内

外基于框架理论和议程设置理论对老年群体在大众媒介中形象的研究显示主要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

认为老年形象在大众媒体中绝大多数情况下处于边缘或附属地位，媒体对老年群体的呈现份额不足，对

老年人物的刻画以消极特征为主。如沃尔特·甘茨（Walter Gantz）等认为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女性在杂志

广告中的呈现份额不足，在消费社会中，老年人被认为是一个不重要的角色② ；克雷格·阿罗诺夫（Craig 

Aronoff）指出老年人通常被媒体刻画为失败、悲伤，甚至邪恶的形象③ ；张荣花通过对《华商报》的研究

指出《华商报》对老年形象的呈现不足，老年人内隐形象体现出衰老无助，尤其女性老人和农村老人表

现为衰弱无用④。另一种则认为，大众媒体中的老年形象呈现出健康、独立、被人关爱、受人尊重等积极

特征，如彼得森（Peterson）指出美国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对美国人口中的老年人数量进行了有利的描绘

和表现⑤ ；Maricel Oró-Piquera 和 Sibila Marques 认为老年形象在 YouTube 上得到了积极的呈现，这有利

于打破人们对老年群体的刻板印象，有利于反对年龄歧视⑥ ；齐士馨通过研究发现《老年日报》中的老年

人多以正面形象出现⑦，但也有学者指出，媒体有时会刻意塑造积极的老年人形象以起到教化年轻人的社

会作用⑧。

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对于老年人媒介形象呈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报纸、杂志、电视等传统媒体领域，

对新媒体平台上老年形象的研究较少，且通过文献梳理不难看出，国家政策、社会环境及不同媒体的性

质和定位也影响其对老年群体形象的建构。

基于以上论述，本研究以框架理论和议程设置理论为基础，主要进行三个方面的问题分析 ：主流新

媒体平台上老年人媒介形象的呈现现状 ；新媒体对老年人媒介形象构建的议程设置和框架策略 ；老年人

媒介形象的新媒体呈现存在的不足及改进建议。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是《人民日报》的新媒体呈现形式，代表其报道立场与报道原则，对中国社会

的报道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因此本文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人民日报》官方

微博 2018 年所报道的老年人议题进行内容分析，了解中国主流媒体对老年群体的报道现状以及老年人媒

介形象的新媒体呈现特点。

（二）样本选择

本研究考察的是《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对我国老年群体报道的现状及老年人新媒体形象的特点，不

涉及老年人媒介形象的变迁和老年议题报道模式的变化研究，故本研究选取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一年间《人民日报》微博关于老年人的报道为研究样本，以“老人”“养老”“老年人”“老龄”“老

年”为关键词，对《人民日报》2018 年的微博进行搜索，共得到 376 个样本（“老人”296 篇，“养老”33

篇，“老年人”11 篇，“老龄”1 篇，“老年”35 篇），剔除无效和重复样本，得到 216 个有效样本。本文

通过这 216 个样本进行客观、系统、定量的内容分析，来研究老年人媒介形象的新媒体呈现现状，及媒

体对老年人媒介形象建构的议程设置和框架策略。

（三）研究变量及信度检验

基于框架理论和议程设置理论，本文从人物信息特征和报道要素特征两方面对《人民日报》官方微

博的老年议题进行考察，人物信息特征包括“老年人性别”“老年人年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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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地域”“老年人身份特征”“老年人的行为特征”6 个变量；报道要素特征包括“报道形式”“报道主题”“主

要议题分布”“报道立场”“消息来源”5 个变量。

笔者基于以上 11 个变量制定编码类目、完成编码表，并通过等距抽样的方式抽取 216 个总样本的

20% 用于本次研究的信效度检验 ：以第 1 个样本为开头，每隔 4 个抽取一个样本，共得到 44 个样本。在

以上基础上培训两位编码员，最终将两位编码员对于 11 个变量的编码表依次导入 dfreelon.org 网站进行

分析，得到各变量 Cohen’Kappa 系数平均值为 0.882，由此可见，本研究编码结果的编码员间信度较高，

符合研究开展要求。

三、研究发现

（一）人口信息特征分析

1. 老年男性得到更多呈现

数据统计发现，2018 年《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关于“老人”的 216 篇新闻报道样本中，以男性为主

要报道对象的新闻有 122 篇，占比 56.9% ；以女性为主要报道对象的新闻有 56 篇，占比 25.9% ；一篇报

道中以男性和女性为共同报道对象的新闻有 19 篇，占比 8.8% ；其中未标记性别的报道主要是政策、资讯

类新闻 19 篇，占比 8.3%。从以上数据来看，老年人中男性所占比例（56.9%）明显高于女性（25.9%），

老年男性在《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平台上得到了更多的呈现。

2. 高龄和长寿老人成主要报道对象

2018 年《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关于“老人”的 216 篇新闻样本中，对各年龄层都有所报道，除去 59 篇（占

比 27.3%）标记老年人年龄的报道，《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的老年报道中，以高龄老人（80-89 岁）和长

寿老人（90 岁及以上）为主要呈现对象，分别占比 22.7% 和 21.3% ；60-80 岁的低龄老人（占比 13.0%）

和中龄老人（占比 11.6%）报道比例偏少。

3. 老年人身体形象以健康为主

在 216 篇样本中，老年人身体健康的报道有 116 个，占总数的 55.1% ；而提及老年人身体不健康或过

世的报道分别占总数的 18.5% 和 14.4%；未标记的有 26 个，占比 12.0%。由此可见《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中，

老年人身体形象以健康为主。结合上文提到的年龄呈现，可以看出，《人民日报》微博更多地塑造老年人

健康长寿的媒介形象。

4. 城镇老年人得到更多关注

2018 年《人民日报》微博所涉及的 216 篇老年报道中，提及老年人生活区域在城镇的有 118 篇，占

总数的 54.6%，生活区域在农村的有 43 篇，占总数的 19.9%，未标记的有 55 篇，占 25.5%。由此可以发现，《人

民日报》微博对于城镇和农村老年人的关注度十分不均衡，生活在城镇的老年人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报道。

5. 老年人身份特征多样化，《人民日报》微博更关注普通城乡居民

研究结果显示，《人民日报》微博的老年报道中老年人身份特征较为多样化，普通城镇居民成主要关

注对象（占比 39.8%）。其次是农村普通居民（占比 12.5%）。另外， 《人民日报》微博对城镇打工者（占比

6.5%）、战争受害者（占比 9.3%）、革命人物（占比 5.1%）也有一定程度的关注。由此可见，《人民日报》

微博较好地以平民视角展示普通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但仍存在城乡报道不均衡的现象。

6.《人民日报》微博更多塑造社会和老人的双向正面互动

数据显示，《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呈现的老年人行为特征主要是被关怀帮助的社会积极现象（46 篇，

占比 21.3%），以及老年人关怀帮助他人等正面行为（44 篇，占比 20.4%），以此塑造社会和老人的双向正

面互动 ；对于老年人无助受害和老年人伤害他人、违法犯罪等社会负面行为也有一定程度的关注（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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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17.6%）；同时，《人民日报》微博一定程度地呈现出老年人卓有贡献、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等积极正

面的形象（占比 7.4%）；另外，《人民日报》微博还关注战争受害者（占比 9.3%）和在某领域具有突出成

就或贡献的老年人（占 11.6%）。

图 1    《人民日报》微博老年形象的行为特征呈现

（二）报道要素特征分析

1. 视频呈现成为《人民日报》微博报道老年议题的主要形式

数据统计发现，新媒体时代，视频呈现成为媒体报道的主要形式，216 篇《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对于

老年人的报道中有 155 篇（占比 71.8%）都是以视频形式呈现，文本作为解说 ；另外有 38 篇微博报道含

有图片，占比 17.6% ；报道中含有超链接的有 5 篇，占 2.3% ；报道以转发形式呈现的有 4 篇，占比 1.9% ；

值得注意的是，新媒体平台上，融合多种形式报道成为可能，如 2018 年《人民日报》微博对于老年人的

216 篇报道有 14 篇是同时含有视频、图片、链接中的两项及以上形式，占 6.5%。

2. 报道主题以社会新闻、人物新闻、家庭新闻为主

数据显示，216 篇样本中社会新闻（84 篇，占比 38.9%）、人物新闻（65 篇，占比 30.1%）、家庭新闻（39 篇，

占比 18.1%）三类占据了绝大部分比重，其中尤以社会新闻为最主要报道主题。这里的社会新闻包括社会

的尊老敬老行为、老年人被关怀救助等大量的新闻信息，媒介的社会新闻信息传播有助于社会上形成尊

老敬老的风气。其次是人物新闻，“人物新闻”以老年人本身作为报道主题，主要凸显老年人为社会做出

重大贡献、老有所学等正面形象，有利于为年轻一辈树立榜样 ；对于革命人物和战争受害者的报道旨在

唤起国人的爱国情怀，号召人们不忘历史、珍爱和平。“家庭新闻”报道内容主要关于老年人的家庭生活，

其中绝大部分涉及歌颂老年爱情、赞扬子女孝顺。《人民日报》微博关于老年议题的政治新闻、社区新闻、

生活指引类新闻、寻人寻物启事类新闻、统计调查新闻等呈现较少。

图 2    《人民日报》微博老年议题的报道主题占比情况

3.“社会关爱”“老人正面举动”成主要议题，老年议题以正面报道为主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对于老年人报道的议题分布较为多样全面。从获取的数据可以看出，《人民日报》

微博对于老年议题的报道多以正面报道为主，216 篇样本中体现社会对老年人的关爱的报道占了绝大部分

比重，有 36 篇，占总数的 16.7% ；其次体现老年人主动帮助救助他人、感恩他人帮助等正面举动的报道

·传媒视点·我国老年人媒介形象的新媒体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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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9 篇，占 13.4% ；而社会对老年人的伤害（占比 8.8%）、老年人行为不端（占比 5.1%）、老年人孤独无

助（占比 1.4%）等负面报道则相对较少。

《人民日报》微博还着眼于缅怀或歌颂革命人物、战争幸存者（占 11.6%）；歌颂某个领域卓有成就或

贡献者（占比 9.3%）；另外，《人民日报》微博还着力于报道赞扬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行为（占比 8.8%）、

歌颂老年爱情（占比 6.9%）、赞扬孝道（占比 5.1%）等积极正面的老年议题。《人民日报》微博对于养老政策、

涉老信息的宣传也有一定程度的关注（占比 8.8%）。

图 3    《人民日报》微博老年报道的主要议题分布

4. 人民日报微博对老年议题的报道多持正面立场

与报纸媒体强调记者立场的客观性不同，《人民日报》在微博新媒体平台上关于老年议题的报道多通

过文字、标点符号、表情等呈现出积极的主观色彩，如赞扬社会关爱、赞扬老人正面举动、歌颂卓有贡献者、

歌颂老年爱情、赞扬孝道等。抽样取得的 216 篇《人民日报》 微博与老年人及老年议题有关的老年人报道

中，持正面立场的报道有 166 篇，占总数的 76.9%。《人民日报》微博对老年人新媒体媒介形象的呈现和

社会对老年人的关注起到正向引导的作用。

5. 新媒体渠道成主要消息来源，多渠道融合报道成主要方式

研究显示，多渠道融合报道成为新媒体时代媒体报道的主要方式。根据下图数据可以看到，《人民日报》

微博对于老年议题的报道除由自身媒体提供消息外（占比 16.7%），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新媒体渠道（102 篇，

占比 47.2%），如“澎湃新闻”“梨视频”“荔直播”等新兴媒体平台 ；还有一部分（46 篇，占比 21.3%）

来源于其他传统媒体及其网站、视频平台，如新京报的视频平台“我们视频”、中国新闻社的网站“中国

新闻网”等 ；另外，有关政府部门或单位的官方微博也成为重要消息来源，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官方微博成为《人民日报》微博对于战争幸存者报道的主要来源。

·传媒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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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讨论

（一）融合报道 ：老年人新媒体形象的动态立体呈现

1. 报道形式融合

研究发现，媒介技术的进步使得新媒体平台融合多种形式报道成为可能。《人民日报》微博对于老年

人的报道以视频、图片、链接、转发等多种形式呈现，其中视频报道成主要报道形式（占比 71.8%），另

外有 6.5% 的老年报道微博融合了视频、图片、链接等两种及以上的形式。老年议题的视频形式报道直接

再现了老年人事发之时的身份、特征，有利于老年人媒介形象的立体动态呈现，给观众以真实感，同时

也适应了新媒体时代受众碎片化阅读的习惯，避免了受众阅读大量文字的枯燥乏味 ；融合视频、图片等

多种形式报道有利于老年人形象特征的全面呈现，但数据显示多种形式融合报道所占比重目前仅占 6.5%，

《人民日报》微博等其他新媒体平台在未来的报道中可以在这一方面进行相应拓展。

2. 报道渠道融合

新媒体时代，不同媒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互通更加方便快捷。研究发现，《人民日报》微博中 83.3% 的

老年人报道信息来源于其他媒体，包括“澎湃新闻”“梨视频”等新兴媒体，以及电视广播、传统媒体的

新媒体平台，相关部门的微博平台、微信公众号等，仅有 16.7% 的信息为自身媒体提供，可见新媒体环

境下以《人民日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并不追求原创新闻和第一手资料，而着力于从多种其他的

媒体渠道获取信息并进行补充报道，由此形成的信息多级融合报道有利于新闻的全面化和细节性呈现。

体现在老年议题上，则有利于老年人媒介形象的全方位多级建构，以使观众更加全面、真实地了解老年

群体形象。《人民日报》微博在这方面为国内其他新媒体平台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二）老年人新媒体形象呈现的正向特点及其议程设置和框架策略

1. 总体形象积极正面

研究显示，《人民日报》微博中呈现的老年人形象多以积极正面的形象为主。

一方面肯定老年人主动帮助救助他人、感恩他人的帮助、为社会做贡献、悉心照顾家人等正面举动，如：

“90 岁拾荒老人怕路上玻璃碴伤人，寒风中蹲下捡拾”；“致敬！宁波 88 岁老人匿名捐款 10 余载，靠拾荒

攒下善款”；“公交车长把自己的包子给洒掉早餐的大爷，大爷连等 3 天还他一兜”。

一方面宣扬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等积极向上的老年人形象，如 ：“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百岁老人痴爱英语，学了 90 年从未间断”；“大爷晨练连翻单杠 50 圈  网友：看完默默放下了自己的手机”。

同时歌颂对祖国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革命英雄人物和人民楷模形象，如 ：“96 岁‘中国肝

胆外科之父’，一周 3 台手术，亲自操刀”；“他把一等功奖章压箱底  保守国家机密 37 年”。

2. 老年议题以正面为主，展现受人关爱、尊重的老人形象

由以上研究数据可见，《人民日报》微博中关于老年人的议题以正面报道为主，呈现出老年人获得较

多社会关爱和受人尊重的媒介形象。

社会新闻中，主要表现老年人被帮助、被救助、被关怀等社会关爱议题，如 ：“河北 13 岁女孩两次冲

进火海，救出 82 岁老人，回家后后怕大哭”；“公交车上女孩对老人撒的‘谎’，却温暖了整个车厢”。

家庭新闻中，则凸显儿女孝顺、家庭和睦，赞扬孝道，歌颂老年爱情，如 ：“三个儿子徒步近 40 里路  

轮流推着 90 岁老母亲去看病”；“爱情的样子！纵然我移着小碎步，你也不离开”；“五世同堂！ 110 岁老

人三餐鸡鸭鱼肉，4 个儿女轮流照顾”。

3. 老年人媒介形象新媒体呈现的议程设置与框架策略

（1）正面议题设置构建社会和谐图景

·传媒视点·我国老年人媒介形象的新媒体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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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

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每一个媒体都有自己独特的定位、立场、编辑方针以及倾向性，因而媒体所选

择的议题都有所不同。《人民日报》微博作为中央机关报的新媒体平台，代表着党和政府的立场。《人民

日报》微博，通过构建老年人报道的正向议题，呈现老年人受人尊重、被人爱戴的新媒体形象，展现中

国社会和谐、家庭和睦的美好图景，有利于引发大众的民族认同感和爱国情怀。

（2）事实框架、宣传框架、道德框架并用引导社会核心价值观

基于框架理论可以将《人民日报》微博中对老年人的形象建构分为三种类型 ：事实陈述框架，即对

与老年人相关的事件进行客观中立的报道，主要议题有“养老政策”“健康长寿”等 ；宣传框架，即在新

闻报道中坚持以正面报道为主，呈现老年人积极向上、受人尊重等正面形象，弘扬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

从而有利于构建和谐的舆论环境。涉及的议题有“老有所为”“社会关爱”“获得帮助”等 ；道德框架，

主要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以正面立场报道对老年人的赡养和帮扶中体现的社会伦理道德，既包括对老年

人物质上的帮扶，又包括精神上的慰藉。二是以负面态度报道与中华民族“助人为乐”“尊老爱幼”等传

统道德相背离的一系列与老年人相关的负面新闻引发人们对道德的思考。《人民日报》微博中的道德框架

以正面为主，呈现出老年人获得社会关爱、被孝敬尊重等形象特征。

《人民日报》微博通过以上三种框架的交叉有效利用，引导大众树立关爱老人、以优秀老人为榜样、

为社会做贡献等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有利于老龄化社会的积极发展建设。

（三）老年人新媒体形象呈现的反向特点及改进建议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虽总体上呈现老年人积极正面的形象，但仍不可避免地存在报道分布不均衡的

情况，主要表现在老年女性和农村老年群体在新媒体平台上得不到平等呈现。研究结果显示，《人民日

报》官方微博对女性老年人的报道仅占老年报道总体的 25.9%，对农村老年人的报道仅占老年报道总体的

19.9%。

《人民日报》微博对于老年群体的性别和地域差异性报道体现了深层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差异。1986 年，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首次提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 ：社会资本是与群体成员相

联系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总和，它们可以为群体的每一个成员提供集体共有资本支持⑨。这之后，在

科尔曼（Coleman）、普特南（Pu tnam）等学者拓展的基础上，美国维斯康星大学社会学教授从系统主义

（systemism）的视角指出社会资本是按照构成社会网络的个体自我间的关系类型在社会网络中分配资源的

过程系统⑩。一般来说，社会网络关系越多，社会资本就越大⑪。基于以上论述，可以进一步观照，老年

女性群体和农村老年群体受社会网络的限制，难以获得与老年男性和城镇老年人同等的社会资本，而社

会资本的劣势又导致其很难在自媒体平台中赢取与老年男性和城镇老年人同样的关注、展示同等的话语

权。基于此，作为社会舆论的重要宣传阵地，《人民日报》微博应积极承担起平衡性别和城乡老年人新媒

体话语权的重要职责，提高对老年女性和农村老年群体的关注和报道，打破潜在的媒介偏见，更平等更

全面地呈现我国老年群体形象，从而有利于引导大众全面客观地关注我国老年群体，有利于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现象。

·传媒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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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Media Presentation of the Image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Sun Huiying，Zhang D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framework theory and agenda setting theory， this paper takes China's 
premier new media platform， the microblog of People's Dail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s to explore the image of the elderly presented by the new media and their 
agenda setting and framework strategie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new media images of the elderly 
are mainly positive. The microblog of People's Daily guides the mainstream value that is conducive 
to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through positive image construction of the elderly community and 
positive presentation of the elderly issues. However，their coverage is somewhat imbalanced in terms 
of gender and region， which reflects the inevitable media bias. In addition， the integration of reports 
in various forms and via different channel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for the People's Daily to 
dynamically and comprehensively present the new media image of the elderly. 

Keywords ：the elderly， media image，new media presentation， microblog of People's 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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