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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I 
 

内容摘要 

新闻生产社会学主张对新闻内容的制作过程进行社会学分析，新闻生产的过程受多

重因素影响，政治因素作为社会建制的代表，始终与媒介机构有着多重关联。分析政治

因素对环境新闻建构的影响方式与表现形式是环境新闻生产影响因素研究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在城市垃圾焚烧厂选址建设的问题上，政府与民众产生了诸多分歧，新闻媒体

对该议题进行了大量报道，社会各界也高度关注，本文聚焦于探讨垃圾焚烧这一环境议

题中，政治因素对新闻报道的建构有无影响，又如何呈现在新闻文本中。故选取《南方

都市报》、《新快报》、《番禺日报》与《广州日报》四份报纸中关于番禺垃圾焚烧议题的

报道为研究对象，以“政治因素”为分析切入点，运用内容分析方法，以期考察政治因

素对环境新闻建构的影响。 

本文对环境新闻生产中政治因素的考察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首先，分析政治因素

对环境新闻文章立场有无影响；其次，分析其影响是通过哪些途径发生；再次、分析两

类不同政治属性的报纸类型中，政治因素对新闻文章立场的影响是否有所差异。经变量

操作化和实证分析研究，得到以下发现：一、媒体议题有特定生命周期，且新闻文章立

场在议题生命周期中有规律性的变动；二、无论在机关报还是都市报中，政治类主体（包

括政府、人大和政协）都是绝对强势的信源，其次是专家和民众；三、政府信源的引用

与否及政治类信源的引用力度对文章立场有显著影响；四、政府信源的引用与否通过文

章论据作用于文章立场，政治类信源的引用力度直接作用于文章立场；五、机关报中是

各政治信源的引用与否对文章立场产生显著影响，都市报中则主要是政治类信源的引用

力度对文章立场产生影响。 

总之，在番禺垃圾焚烧议题上，政治因素对媒体报道的建构具有重要影响，且会通

过文章论据实现其影响，机关报和都市报中政治因素对环境新闻生产的影响有所差异。

政治因素是环境新闻生产过程中活跃度很高的因素，官方、权威的信源始终为媒体所仰

赖，但媒体作为政府与公众之间沟通的重要桥梁，在及时传达政府各项环境政策的同时，

应充分反馈民意，给专家及民间组织更多发声机会，而非仅仅是做到对政府的主烧态度

保持中立。 

 

关键词：新闻生产；媒体建构；政治因素；垃圾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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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Ⅱ 

Abstract 

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 focuses on the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news content，News production process is often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Among which, political factors,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social system, have multiple associations with the media system. In recent years,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have obvious divergence in the site sele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cineration plant. News media have a lot 

of relevant reports, and all circles of society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is issu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at, on the environmental issues of waste 

incineration, whether the political factors have an effe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s reports and how these are presented in the news text. This paper takes 

the Panyu waste incineration news text in four newspapers—— "Panyu daily", 

"Guangzhou daily",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and "New Expres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ocuses on the "political factors" and mainly uses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hus trying to explore the role of political factors in 

environmental news production and its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news. 

The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factors on the media from three 

levels: Firstly, To explore whether the political factors have an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s reports.Next, If the political factors have an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news, how is it happening? Last, comp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impacts of political factors on the 

environmental news in two types of newspapers.The study founds that: first, the 

media issues have a specific life cycle, and the media position changes regularly 

during this life cycle. Second, Both in the Urban newspaper and Organ newspaper, 

the political subject(including the government, the NPC and the CPPCC) is 

definitely a strong source, followed by the experts and the people in turn; Third, 

whether to cite the government source,and the citation strength of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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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I 
 

source both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s position. 

Fourth, whether to cite the government source affects the news position through 

the news arguments, while the citation strength of political source affects it 

directly.Last,in the Organ newspaper, whether to cite the political source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osition of the article;But in the Urban newspaper ,it 

is the citation strength of the political source which affects most. 

On the issue of Panyu municipal waste incineration, Political factors are 

importan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news reports, which through the news arguments 

and frames to achieve it’s impacts.Between the Urban newspaper and Organ 

newspaper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the impacts of political factor on the 

Environmental news production. Political factors are very active in the 

environmental news production.The media always depends on the official, 

authoritative source,while in terms of the media's responsibility, the media 

is as an important bridge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it’s not only a timely manner to convey the government's environmental policy, 

more important and urgent is to give full feedback to the public opinion and 

to give more vocal opportunities to the expert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 not just stop at maintaining a neutral position on the 

government's policy advocacy. 

 

Key words: News Making; Media Construction; Political Factors; Waste 

Inci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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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一、研究背景 

（一）环境新闻的研究背景 

人类社会进步的每一阶段都伴随着环境污染和破坏,随着全球环境问题愈演愈烈，

社会各界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空前高涨,环境新闻应运而生，发展成为政治、经济、文化、

体育新闻之外另一个独立的新闻类型，且发展势头为新闻界持续看好。 

西方环境新闻自 20世纪 60年代兴起,70年代壮大,80年代成熟,到 20世纪 90年代,

美、英等国设立环境新闻学,将其作为专门学科类别进行研究,并不断指导环境报道实践

(李静,2007)。我国环境新闻自 20世纪 70年代萌芽,到 90年代末期也逐渐成熟和壮大。

公开发行数百种中央和地方环境报刊,另有环境网站数百家,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电台相

继创办环境类栏目（裴沙沙，2009），且 2007 年十七大报告首次将“生态文明”写入国

家政治报告，环境问题被提升到国家建设层面。 

环境新闻的指涉如空气、水、住所、食品、服装及交通等都直接影响每个人的身体

健康、生活质量及心理情绪，因而其于公众而言有着天然的亲近性、实用性。环境问题

本身的社会属性就决定其必将成为众多媒体报道的焦点，二十一世纪是一个社会舆论高

度关注环境问题的时代（龚文娟，2011：2）。环境问题已然开始从政府的红头文件走向

百姓的寻常生活，人们的关注点也开始从了解政策向积极参与转变，作为社会瞭望台，

大众媒体在环境新闻的传播过程中处于相当活跃和至关重要的地位。媒体如何扮演其传

播环境信息的关键角色，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构建环境议题，如何将政府议题、公众议题

融合而成媒介议题，受哪些重要因素影响，都值得我们思考，这些都是环境新闻生产过

程中的重要环节。 

关于新闻生产的研究,大体有三个方向:其一是宏观政治经济的取向，认为新闻生产

的结果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结构和媒介组织的经济基础有所关联；其二是研究职业

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的主流社会学取向,其与政治经济学相异之处在于,它关注记者的

专业自主权,并试图考察新闻记者如何受制于组织和职业常规的约束；最后是人类学/文

化学取向,该取向另辟蹊径，重点考察制约新闻生产的广泛的文化系统和符号系统（舒

德森，1999：164-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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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荣慧阳（Jung-Hye Yang，2004）探究了制约环境新闻生产的各因素，并指出

可从两个方面探寻环境新闻生产既定模式的成因：其一、追溯媒体和各环境主张者

（claimmakers）如政府、企业和环境运动组织等的关系；第二、新闻工作者自身要服

从的新闻机构的专业规范和惯例，这会影响到一项议题的选择和包装方式。既有的研究

中关于新闻机构工作常规和专业意识形态对新闻生产影响的研究屡见不鲜。但环境记者

与各社会机构间如何互动，这些又如何形塑了新闻文本还有待详尽考察。现代社会中的

媒体从根本上与社会权力结构紧密相连(Cook, 1998)；舒德森（Schudson，1989:170）

曾表明“只关注新闻机构本身，就无法从整体上把握新闻机构与其他社会机构，尤其是

与政治机构的关系，这样的研究无疑是局限的。”并进一步指出，新闻机构和政治机构

二者间存在持久互动，新闻机构对政治机构进行界定，而政治机构对新闻机构的决定作

用也十分重大。较之一般性新闻，环境新闻的议题更是涉及到政治、科学、工业、环保

等多种角色主体和利益群体在媒介竞技场上的角逐。因此探究政治因素对媒介系统新闻

生产的作用机制和表现形式具有重要意义。既有研究多是归纳总结新闻生产的各类影响

因素，或是从既定新闻报道内容入手，分析媒体性质与媒体立场的关系，不同媒体对同

一议题的不同报道风格（颜梅，2012；陈丽，2012）等，鲜有聚焦分析环境新闻生产过

程制约因素的独特性，专门分析政治因素在新闻生产中作用的文章更是寥寥无几。 

 

（二）垃圾焚烧议题的研究背景 

人类从农业文明步入工业文明，工业化与城市化不断快进，人口不断增加，加之工

业社会特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都导致人们从自然界提取的资源越来越

多，同时向自然界排放的废弃物和有毒有害物质急速增长，因此，除生态破坏之外，环

境污染尤其是城市生活垃圾的污染成为又一重大环境问题。 

据统计，世界上每年产生 4.9 亿吨垃圾，我国就占到了 1.5 亿吨。目前，我国城市

人均日产垃圾约 1公斤，人均年产垃圾量达 440 公斤，城市生活垃圾历年的堆存量达到

80亿吨，侵占约 80 余亩的土地，我国 2／3的大中城市已被垃圾环带包围。近些年，中

国城市垃圾总量更是以每年 8%-10%的速度增长，堪与 GDP的增速比肩。1预测到 2030年，

                                                                 
1 李晓琴，《减少垃圾从我做起》，《东坑》报，2014.09.25 

http://dk.sun0769.com/shenghuoshouce/shenghuoshouce/5152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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