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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公民记者”诞生于上世纪末的美国。近年来，随着Web2.0技术的不断成

熟和便携式电子产品的迅速普及，公民记者迅速发展。公民记者的诞生，颠覆

了传统的大众传播方式。普通公民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受众，通过 Web2.0

平台，普通公民有了空前的话语权。在新媒体时代，公民通过博客、论坛、微

博等发布消息，对社会舆论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公民记者已经打破了传统的传播生

态，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我国，由于特殊的国情，公

民记者的诞生稍显滞后。面对姗姗来迟的公民记者，如何有效的发挥公民记者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已是当务之急。本文从公民记者的诞生及其相关概念

入手，厘清公民记者的概念，然后阐述公民记者的发展现状和特点，进而从新

闻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不同角度对公民记者产生的原因进行

剖析，再引出我国公民记者产生的具体原因，继而阐述公民记者的优劣势及其

影响，最后对公民记者对于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意义进行探讨。 
 
关键词：公民记者；大众传播；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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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rst Citizen’s reporter was born in the U.S.A. in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In recent years， Citizen’s reporter developed rapidly as Web2.0 technology being 

more mature and portable electronics becoming popular. The birth of the citizen 

reporter has completely overturned the traditional way of the mass media. Ordinary 

citizens were no longer just a conventional sense of audiences， ordinary citizens get 

an unprecedented voice through the web2.0 platform. In the new media era， citizens 

spread news through blogs， forums and Micro Bo， which has been playing an 

activ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c opinion. 

In the worldwide， especially in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Citizen’s 

reporter has broken traditional spreading ecological， and has a positive effect in our 

social and political life. But in our country， for the special national situation， the 

birth of Citizen’s reporter was a little late. In the front of the late coming Citizen’s 

reporter， how to make the citizen reporter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s very urgent. In this text， we make the concept of Citizen’s reporter 

clear through introducing the birth of Citizen’s reporter and some relevant concepts， 

and expatiate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Citizen’s reporter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then analyze the reason why Citizen’s reporter born in the angle of journalism， 

sociology and philosophy， and analyze the reason why Citizen’s reporter born in 

our country， then describe the advantages and the disadvantages of Citizen’s 

reporter and expatiate the influence of Citizen’s reporter. At last， we research the 

meaning for Citizen’s reporter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in our country. 

Keywords：Citizen reporter；Mass media；Harmonio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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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Web2.0技术的迅速推广，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借助网络平台

发表具有新闻价值的消息。于是，一群不隶属于任何新闻机构、没有记者证但

却可以进行新闻报道的人诞生了，这就是公民记者。公民记者的诞生，彻底颠

覆了传统的大众传播方式。普通公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受众，通过互联网平

台普通公民有了空前的话语权。在新媒体时代，公民通过博客、论坛、微博等

平台发布消息，对社会舆论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最早的公民记者诞生于上世纪末的美国，其标志性事件是美国公民德拉吉

利用个人网站揭露了克林顿的丑闻。从此，公民新闻与公民记者便迎来了发展

的春天。尤其是进入 21世纪后，随着互联网Web2.0技术不断成熟以及各种便

携式电子产品的迅速普及，为公民记者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公民记者已经打破了传统的传播生

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我国，由于特殊的国情公民记

者的诞生稍显滞后，如何正确的认识和应对这一新生力量已成当务之急。本文

正是基于这一出发点，试对公民记者现象进行探讨。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公民记者绝大多数是通过网络出现的，我们在中国常看到这样一个奇怪的

现象，中国的互联网发展使得新闻出现一个暴涨的现象，新闻源头是互联网，

传统媒体反而去报道互联网上的新闻，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记者，他们已经不

跑现场新闻了，他们的现场就在办公室的电脑里，他们都在网上找新闻，似乎

新闻都发生在网上。 

中国互联网仍然是中国最有生气、最开放、最自由的一个公共空间，在这

个公共空间里，大家可以从网上获得各种各样或大或小或真或假的消息，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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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实这些消息，提炼出新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传统媒体的一种危机。

传统媒体跟着互联网后面跑，受到了更多的限制和监控。 

微博在传播信息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网民借助这一平台积极的参与社会

事务。公众可以通过“自媒体”参与传播。然而这种善意的传播可能产生负面

影响，如信息不准确造成误导、侵犯他人隐私等等。因此，网民应善意并善于

参与公共服务，防止恶意侵犯。 

从 2009年到 2010年，许多重大新闻首先在互联网上出现然后传统媒体跟

着报道。河北大学开车撞死人事件，江西宜黄拆迁事件，华南虎事件⋯⋯都是

在互联网上形成的新闻。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借着网络出现的“公民记者”力

量十分的强大，对政府的执政也构成很大的挑战。 

基于以上这些因素，本文从公民记者的诞生及其相关概念入手，阐述公民

记者的发展现状和特点，进而对公民记者产生的根本原因进行剖析，由此引出

我国公民记者产生的具体原因，继而分析公民记者的优劣势及其产生的影响，

最后深入探讨公民记者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本文着重对公民记者兴起的原因进行探讨，从新闻学、社会学、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等不同的角度，全面进行剖析，追寻根本原因。采用定性研究方

法，对我国公民记者兴起的具体原因进行剖析。 

在短短几年间，我国公民记者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发展势头非常强劲，

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公民记者能否作为建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呢？这正是本文研究的现实意义。 

1.3 研究的现有成果 

目前国内有关“公民记者”研究的著作尚无，而有关“公民记者”的研究

也甚少。根据笔者在中国科技期刊网数据库中检索结果，从 1989年至 2011年

公民记者相关文献大约有 22 篇。从这些研究论文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90 年

代以前此类研究属于空白。而 21世纪以后，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

络传播也得到了飞速发展。正是由于互联网媒体这种能够及时、广泛地传播信

息的特点和交互性、开放性等诸多优势，促成了“公民记者”的出现。“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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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都是记者”的状态纵横网络，把自己的所见所闻用帖子和博客的形式发布

出来，引起社会的关注，“公民记者”进入国内研究者的视野。 

国内公民记者研究内容主要是围绕五方面展开，分别是：有关公民记者的

概念厘清，与传统记者的关系研究，公民记者的特点分析，公民记者存在的影

响，如何应对公民记者的影响，后两者是这两年研究的焦点所在。这些著作和

论文主要从公民记者本身出发，属于理论与实务交叉的研究领域，具有比较强

的现实意义。 

另外，2005年以后关于国外公民记者的研究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对于美

国、日本、加拿大等新闻传媒发达国家的公民记者研究及中外公民记者比较研

究兴起，涉及公民记者自律、公民记者的道德等很多新方面，这方面的著作最

为详尽的是在《我们媒体》（We The Media）一书①中，丹·吉尔默(Dan Gillmor)

这样总结“公民记者”对传统媒体的影响：“草根新闻从业者摧毁了传统媒体对

于新闻的垄断权，并将新闻从说教变为对话。”
② “公民新闻”使传统意义上的

受众转变为新闻信息的提供者，受众之间也可以通过网络这方寸之地进行几乎

没有界限的交流和沟通。这超越甚至颠覆了新闻事业的传统理念，对新闻业的

影响巨大而深远。
③ 

在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公民记者研究相较广播、电视、报纸传统新闻

传播其它领域而言一直被“忽视”，相关深入研究缺乏，而对公民记者随社会变

化发展历程的纵向动态梳理的研究更是空白，这类研究的缺失，没有能形成专

门的研究论著，不失为一门学科的遗憾。只是，虽然关于公民记者的研究没有

专门的研究论著和深入研究的论文，但相关资料却散见于中外新闻传播论著中，

成为笔者的资料来源。 

故此，本文参阅的国内文献资料来源大体可分以下两方面： 

1、与公民记者概念相关的研究。主要是期刊网上搜索到的一些论文。 

2、与公民记者现状相关的研究。这方面的资料主要散布于中外公民新闻研

究的著作中，所以涉及的部分较少且缺乏系统性，像散落于各处的一颗颗珍珠，

                                                        
① 丹·吉尔莫;我们媒体【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 
② 丹·吉尔莫;我们媒体【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P67 
③ 丹·吉尔莫;我们媒体【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P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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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被串联成珠链。 

另外，在形成本文框架的过程中，笔者主要参考的是新闻学界涉及公民记

者论文的行文框架。笔者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共搜索到一篇具有学术参

考价值的文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数字化时代媒介

融合发展与新闻传播改革研究”的研究成果（作者蔡雯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郭翠玲系中

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这篇论文在笔者形成论文结构和框架的思考过程

中，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而从《公民记者对“公民新闻”失实的影响》
①
、《新媒体背景下的公民记

者研究》
②
、《CNN网站乔布斯虚假报道引发公民记者讨论》③

、《中国公民记者

左右舆论走向 部分人无视信息真实性》④、《是“公民记者”还是“公民报道者”

——新媒体环境下对“公民记者”的再思考》
⑤
⋯⋯这些国内外著名杂志刊登的

报道、著名专家学者的研究及各大高校硕博论文不难发现，人们在对公民记者

的研究时，都侧重从公民记者在打破传播生态的同时，也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这两个方面入手。 

在公民记者蓬勃发展的同时，对公民记者的研究却没有跟上脚步，相关著

作也寥寥可数。至今，有关公民记者的论述往往是某些方面的，并没有形成严

密、系统的理论体系，而结合我国实际的论述更是少之又少。公民记者影响巨

大，但相关理论研究明显还在起步阶段。为了能更好的使公民记者发挥重大作

用，相关理论的研究也迫在眉睫。本文旨在能为其添砖加瓦。 

 

                                                        
① 周岚;公民记者对“公民新闻”失实的影响[J];青年记者;2010年 35期 
② 吴飒;新媒体背景下的公民记者研究[D];暨南大学;2007 
③ CNN网站乔布斯虚假报道引发公民记者讨论;http://www.sina.com.cn ; 新浪科技;2008.10.04  
④ 程义峰,庞元元;中国公民记者左右舆论走向,部分人无视信息真实性[J];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01期 

⑤ 廖礼中;是“公民记者”还是“公民报道者”?——新媒体环境下对“公民记者”的再思考[J];新闻记者;2009年

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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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民记者的诞生及其概念辨析 

2.1 公民记者的诞生 

要了解公民记者，先得从它诞生开始。本章先对公民记者的诞生进行

阐述，然后对相关概念进行厘清，使公民记者的概念更为清晰。 

公民记者的概念，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的美国，由公民（citizen）和记者

（journalist或 reporter）两个单词直接合并成公民记者一词或公民记录者（citizen 

journalist 或 citizen reporter），它伴随公民新闻概念的传播而诞生。1998年，美

国人德拉吉利用其个人网站先于所有传统媒体曝光克林顿性丑闻事件，使得德

拉吉获得全球最早的“公民记者”称号。德拉吉的影响也因此深入政坛。 在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活动时，克林顿的太太希拉里就毫不顾及克林顿的感受对

德拉吉礼遇有加，其目的无非是希望他“网下留情”，多帮忙，少添乱。公民记

者在美国的地位可见一斑。而另一个和德拉吉不相上下的美国公民记者是嘉勒

夫。嘉勒夫善于写博客，并能通过博客发布信息影响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就连

美国白宫不敢小觑他的影响力，为他颁发了全美首个博客记者采访证。 

德拉吉和嘉勒夫都是普通的美国公民，但他们拥有自己的网站或博客，不

附属任何一家媒体，自由进出新闻现场，单凭一己之力便敢和美国政要叫板，

为众多媒介大鳄所欣羡。其实在德拉吉和嘉勒夫之前，美国就存在一种自由撰

稿人，他们也不附属于任何一家媒体，也能够自由进出新闻现场包括白宫，但

他们却从未被冠以“公民记者”的称号，究其原因只在于他们不属于互联网

Web2.0 时代。德拉吉和嘉勒夫的力量是 Web2.0 赋予的。因此说，公民记者是

Web2.0时代的产物。 

如果说互联的 Web1.0 时代属于门户网站的话，那么 Web2.0 时代就属于

BBS、博客、播客、手机媒体⋯⋯等新媒体。在这些新型的技术平台上，公民

得以从被动的信息接受者成为了主动的信息传播者。 

但显而易见，并不是所有在互联网发表内容的公民都能被称为“公民记者”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公民记者”现象探析 

 6

的。那么，普通网民怎样才能变身为公民记者呢？回顾那些造就公民记者的事

件，我们可以发现，公民记者至少要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通过传播具有新闻

价值的信息并且产生社会影响力的个人传播者。 

在中国，首个被称为公民记者的人是周曙光。
①
他持续追踪中国“最

牛钉子户”，比任何一家主流媒体都更具耐心。因为他的坚守，不少人看到了

公民记者在中国发展的潜力，甚至有企业通过向其捐赠器材和钱，鼓励他继续

关心公共事务。事实上，按照目前任何一家媒体的招聘标准，周曙光都很难成

为一名传统意义上的记者，因为他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跟德拉吉一样

连一张合格的大学文凭都没有。但是，这样的背景却使得“公民记者”这一名

词更具激动人心的力量，因为草根也可以成为握有话语权的群体。 

2.2 公民记者的概念辨析 

记者是已被定义的职业，而“公民记者”一词尚未成为真正意义的职

业，它更多的是体现了普通人对于它的实践行为的部分认知，而非定义。

因此它是可以不受记者定义的束缚的，可以完全不以“记者”定义其自己。

公民记者初衷也并非为记者职业的准备，它甚至在合适的时候可以衍生出

一种不同于记者的新的职业。这是它之所以“公民”而为“记者”的意义。 

2.2.1“公民记者”的概念   

公民记者是伴随公民新闻而生的，本节先阐明公民新闻的概念，再引出公

民记者的概念进行重点阐明，并将其与相似概念进行区别。 

1.公民新闻 

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又名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学术界还没有

一个权威的定义。波曼和威利斯（Chris Willis and Shayne Bowman）的定义将其

定义为：一个或一群公民，搜集、报导、分析、散播新闻和信息的积极行动，

目的在提供民主所需的独立地、可信地、准确地、广泛地、切合需求地资讯
②
。

                                                        
① 公民记者 http://baike.baidu.com/view/1901275.htm#sub1901275;百度百科 
②丹·吉尔莫;我们媒体【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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