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编码：10384                                分类号_____密级_____                      

学号：31920131153037                           UDC________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2004—2014 年中国大陆网络新闻中的 

福建省社会治安形象研究 

Study on Public Security Image of Fujian Province Created 

in Mainland China Network News during 2004-2014  

 

杨佳 

 

指导教师姓名：黄合水 教授 

专  业 名 称：广  告  学 

论文提交日期：2016 年 4 月 

论文答辩时间：2016 年 5 月 

学位授予日期：2016 年 6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       

评    阅    人：       

 

 

 

2016 年 月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

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均在文

中以适当方式明确标明，并符合法律规范和《厦门大学研究生学术活

动规范（试行）》。 

另外，该学位论文为（                            ）课题

（组）的研究成果，获得（               ）课题（组）经费或实

验室的资助，在（               ）实验室完成。（请在以上括号

内填写课题或课题组负责人或实验室名称，未有此项声明内容的，可

以不作特别声明。）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同意厦门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等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学位

论文（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厦门大学图书馆及

其数据库被查阅、借阅。本人同意厦门大学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博士、

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

编出版，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     ）1.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查核定的保密学位论文，

于   年  月  日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     ）2.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或填上相应内容。保密学位论文

应是已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未经厦门大学保密

委员会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的，默认

为公开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I 
 

摘要 

本文以社会治安和区域形象相关理论为基础，选取了 2004-2014 年间国内七

大网站（腾讯网、新浪网、搜狐网、网易、凤凰网、人民网和新华网）共 295464

条样本，使用内容分析法，进行福建省治安形象的研究。 

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焦点小组和人工查找，得到了共计

249 个用来检索福建省治安新闻的关键词列表，包含三个方面议题：暴力犯罪、

非暴力犯罪题和非正常死亡议题，13 个类别的关键词在覆盖率和容差率上都经

过了检验，并将编码效率提升了 13.7 倍，相对于传统人工逐条编码，节省了 90%

以上的工作量，大大削减了人工成本。 

第二部分：运用所得关键词对所有样本进行编码分析，可归纳出福建省这一

时期的治安形象： 

（1）福建省交通事故、生产事故频发；2004 年到 2014 年间，每年都有多

起死伤严重的恶性事故发生，既有撞车、又有车辆坠谷、坠崖、海上翻船、沉船、

触礁等交通事故，又包括爆炸、火灾、塌方、透水等生产事故。 

（2）发端于台湾的电信诈骗成为福建较为突出的区域性治安问题；从早期

的短信诈骗、到六合彩、银行卡，以及利用日益发达的互联网进牟取暴利（如借

用假冒网站和淘宝网漏洞作案），这类侵财犯罪严重危害地区秩序。 

（3）杀人伤害类问题是福建省治安形象重要的不稳定因素；总体来看，福

建省杀人伤害类新闻的数量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这类恶性暴力治安事件以

2010 年“南平校园凶杀案”为典型代表。 

（4）有组织的偷渡团体、走私团伙、妇女儿童拐卖团伙和传销组织屡禁不

止；在福建地区，传统的黑社会帮派组织暗流涌动，同时不乏违法犯罪分子抱团

作奸犯科，形成几股猖獗的恶势力，难以剪灭。 

（5）区域性毒品重点问题依然严峻，且呈现涉台跨境趋势；受毒品暴利驱

使，不法分子不惜铤而走险，从事种植、制造、走私毒品犯罪活动，且与台湾毒

品团伙不断勾结；同时，吸毒引发大量次生治安问题。 

关键词: 社会治安；传播形象；关键字；内容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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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ublic security theory and provincial dissemination image theory, 

this research takes 295464 pieces of news of Fujian from seven websites (Tencent, Sina, 

Sohu, NetEase, Ifeng, People's Daily and Xinhua net) during ten years（2004-2014）

as samples to analyze the public security image of Fujian Province created in mainland 

China network news, using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his study contains 2 parts. Part 1:After focus group and open coding, this research 

builds a valid keywords index form including 249 words to search for public-security 

news in Fujian Pronvice, which can be applied by follow-up studies ,which are violent 

crimes, non-violent crimes and other instability factors. 14 categories of public-security 

news passes the test of coverage and error rate, with which coding efficiency increases 

13 times and 90% of the manual coding effort can be reduced to reduce much labor cost. 

Part 2:By using the valid keywords to code and analyze all the samples, we can 

conclude public security image of Fujian Province. 

(1)Industrial accidents and traffic accidents are quite frequent in Fujian Province. 

Almost every year, several serious accidents occur including crashes, falling the 

valley,shipwreck,capsizing, boat collision with reefs and explosion, fire, landslide and 

other things. 

(2) Telecom fraud is becoming prominent regional security issues. From the early 

SMS to the Mark Six and bank card fraud, and the use of increasingly developed 

internet for profit, property-embezzling crime are posing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regional 

law and order. 

(3) Murder and injury crime is prominent unstable issue to endanger public order 

of Fujian Province. Overall, the number of murder and injury news show fluctuated 

upward trend and 2010 Nanping campus murder i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such 

vicious incident. 

(4) Organized illegal immigration , smuggling group and trafficking gangs cannot 

be prohibited. The traditional underworld gangs never stop. At the same time criminals 

are forming a few rampant evil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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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egional drug problem is still grim and Taiwan-related. Driven by profit, some 

people take high risks to plant, make and trade drugs, ignorant of breaking the law and 

some drug dealers are collude with Taiwan gangs. What’s more,drugs cause a large 

number of secondary security problems. 

Key words: Public Security; Dissemination Image; Keyword; Cont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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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罢工、静坐、游行、

聚众哄抢时有发生，严重影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福建省地处东南沿海，面对台

湾，背靠大陆，北靠沪宁杭，南倚珠三角，建是全国综合改革试验区和最早实行

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近年来，治安事件在福建地区频发，建瓯火灾，南平凶杀

案，厦门 BRT 纵火事件，漳州古雷“4·6”爆燃事故等事件占据新闻头条，引

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福建省社会治安大局基本平稳，但形势十分严峻，尤其是

农村地区，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和经济发展较快，但影响治安稳定的因素仍大

量存在，在有些地方还非常突出。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有：刑事犯罪活动突出，

严重威胁农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流氓恶势力活动猖獗，严重滋扰和破坏农村社会

治安秩序；农村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屡禁不止，有的成为恶性刑事案件的

诱因；安全生产形势不容乐观，事故时有发生。（柳忠民等，2002） 

根据 2016 年《第 3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大陆地区网民规模达 6.88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50.3%，中国居民

上网人数已过半。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6.20 亿，有 90.1%的网民通过手机上网。

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到 56440 万，网民使用率为 82.0%。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提

高，网络新闻不仅对商业公司的意义尤为重要，对区域形象的影响也越来越被重

视。 

在网络发达的今天，任何一个主体都可能在某个时间成为人们舆论的焦点，

这些舆论所产生的作用累积起来，就会缓慢地、渐进地塑造或改变该主体在人们

心目中的形象。可以说，网络新闻媒体展现的治安问题会影响公众对福建省治安

形象的感知，进而形成公众脑海中的福建省治安形象。积极正面的舆情促进主体

正面形象的树立；消极、负面的舆情则会损害主体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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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2.1 社会治安的内涵  

治安是一个中国特色的词汇。治安学是我国独有学科，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有

关警察科学研究中未见到类似提法，也没有独立的治安学学科。（邹湘江， 2015） 

古代的“治安”是指国家政治清明、治理有序、社会安定的状况，包括统治

秩序和社会秩序。近代自职业警察制度形成以来，“治安”一词的涵义在古代涵

义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仅仅指社会层面，即社会治安。 (张兆端，2001)；古代汉

语中，“治”常指管理、统治的方略和状态，一般与“乱”相对；而“安”指的是

安宁、安全的状况。在我国历史上最将“治”和“安”作为一个词使用，始见于

战国时期韩非的著作中。韩非在《说疑》一文中有“民治而国安”的提法。在《显

学》篇中他把“治”与“安”联结成一个词，指对社会的统治和治理（桂新苗，

2009）。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最早使用“治安”一词的是管仲（万川，2004）。 

对于现代治安，学术界对于“治安”的定义莫衷一是，反观学界对“治安”

一词的不同阐述，我们可以发现：在不同语境中“治安”一词的核心含义会有所

变化。其中，“手段说”、“过程说”、“活动说”“问题说”比较盛行。（康海军，

2003）还有学者总结，代表性观点包括：“秩序说”、“问题说”、“状态说”、“行

为说”、“规范说”、“综合说”。（许博，2011） 

具体来说，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1）“秩序说”：突出“安”而弱化“治”，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治安，是指国

家通过法律和行政管理所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秩序；这种意见可以称作“广义说”

治安。王仲方（1989）主编的《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指出，

现代意义的社会治安，是指国家通过法律和行政管理所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秩序。

此外，王均平（2003）把广义的治安概念界定为国家通过相关社会系统的依法运

行为社会生产提供公共秩序产品的公共管理过程和由此形成的安全有序的社会

状态。 

（2）“管理说”：“动词化”治安，即将治安一词拆开定义，突出“治”而弱

化“安”，将其动词化等同于治安管理。认为治安就是“去乱”。治安亦可称为“小

治安”，专指治安行政管理行为，即国家警察机关的治安部门依照法律、法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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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运用综合的手段，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生活正常进行的活动。（谢慧

敏，1995） 

（3）“问题说”，在“治安”这一词组中，若理解成主谓式结构，就成问题

一说。在这种结构里，“治”是“安”的说明对象，“安”是“治”的说明或陈述。

这里的“安”是“治”指向的对象，即问题。社会治安概念在理论研究与实际生

活中使用，经常是作为一种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作为社会秩序管理的对象而存

在的。 

这种观点立足于司法学（犯罪学）的角度来定义“社会治安”概念，倾向于

将“社会治安”看作“犯罪问题。”（田小穹，2010）1991 年全国人大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了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决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的决定》第 1 条指出：“社会治安问题是社会各种矛盾的综合反映，必须动员和

组织全社会的力量，运用政治的、行政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等综合手段

进行治理。” 

（4）“混合说”，将治安混合界定，认为治安有“大治安”和“小治安”之

分，广义的治安，通称为“大治安”，指整个国家的有效治理和整体社会秩序的

安宁，这是对我国古代“治安”概念的现代转化和运用。（王彩元，2003）；“小

治安”指的是治安管理。（王占军，2008） 

总之，治安的本质，从词源和古籍考证的角度开始对治安的本质进行探究，

“治安实质上是国家对社会的统治、治理和控制”。（宫志刚，2004）。对于现代

治安，一般认为，治安是一种秩序；治安的本质是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公共安

全；治安需要由法律来加以规范（康海军，2003）。 

 “治安”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并由其法律所规定的一种社会规范；

是有关国家和公共安全、社会管理和公民的人身或民主权利，并涉及刑事或行政

处罚的一种社会规范。“治安”的外延，即反映其本质属性的对象是治安问题和

治安秩序。治安问题是治安秩序的反义词。两者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并在一定

条件下相互转化。（王彩元，2003） 

2.2 社会治安的主要指标 

从治安的维度和分类来说，本文倾向于狭义的“治安”，即“治安问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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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安问题”，是指非法的“治安”，即人们的行为处于一种“问题”状态，

处于统治阶级禁止的范围，且被认为是处于无条理的混乱状态，它包括人们违反

国家法律规范中有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管理和公民人身或民主权利（依

法应给予刑事或行政处罚）的行为，也就是与之相关的犯罪行为和一般违法行为。

（王彩元，2004） 

金其高（1992）将作为“社会治安问题”的治安分为犯罪、违法乱纪、无责

任或责任不清的不安情形、事故事件等四个范畴。  

刘宏斌&孙伯阳（2013）认为，社会治安，作为一种社会秩序，其主要指标

既包含社会案件、事件与事故，也包含社会公众对社会治安的内心感受和判断，

也就是社会公众的安全感。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状况的总体直观感受，来自于对

社会公众人身、财产安全具有直接影响的违法犯罪和灾害事故。因此，该学者对

社会治安状况的研究集中于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立案数、治安案件受理数，包括杀

人、伤害、抢劫、强奸、盗窃、诈骗、以及交通事故和火灾等；并将治安问题分

为：有组织犯罪、暴力犯罪、侵财性违法犯罪、社会丑恶现象、流动人口违法犯

罪和突发公共安全危机应对。 

舒扬（2007）考察了广州市历年违法犯罪案件的总量变化和治安事件内部结

构，根据违法犯罪案件的主体、犯罪类型、犯罪目标等方面判断广州社会治安的

严重程度以及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 

莫德升&荆长岭（2003）分别梳理了流动人口治安问题，重点部位治安问题

和农村地区治安问题，并划分了几种突出治安问题：黑社会组织犯罪、“黄赌毒”、

群体性治安事件和城市道路交通秩序。 

网络虚拟社会是现实社会在计算机网络上的映射和延伸，现实社会的一些治

安问题已经蔓延到网络虚拟社会，网络社会的治安问题包括：反动淫秽等不良信

息、网络赌博、网上欺诈、网络传销、网上黑客行为、网络盗窃等。（陈潮&靳慧

云，2009） 

网络环境下治安问题的类型主要包括网络侵财行为、网络淫秽活动、网络赌

博、网络窃取秘密情报以及散布妨害社会安全和稳定的有害信息等几种类型。（罗

震川，2010） 

目前我国农村存在的突出治安问题主要有：盗窃、抢劫、杀人、伤害等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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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行为时有发生，且占到农村刑事案件的绝大部分；村霸、乡霸、路霸等黑恶

势力横行乡里、滋事生非，危害比较严重；“黄、赌、毒”现象屡禁不止，并诱

发其他犯罪行为；邪教等一些非法组织蛊惑人心，扰乱农村政治秩序和治安秩序；

宗族势力有所抬头，在一些农村甚至干涉政务，试图与基层政权相冲突；因宅基

地、责任田、水利设施等引发出来的财产和其他民间纠纷频繁发生等。（柳忠民

等，2002） 

高校校园治安问题包括：政治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群体性事件、校内盗

窃、学生非正常死亡、校园交通状况。（刘仁忠&蔡贤浩，2006） 

国外治安理论可以划分为转型理论、“破窗”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三种主要

的理论模式。近年来这三种理论都将重心放在社区治安上。（陈周旺&申剑敏，

2004） 

从已有的前人研究来看，社会治安形象的维度和指标不尽相同，但是总结起

来，大致包括：暴力犯罪议题，非暴力犯罪议题和非正常死亡议题。本文将采用

这种分类方式，并归纳前人成果将社会治安形象梳理为 14 个指标。具体来说，

（1）暴力犯罪议题：①杀人伤害；②强奸；③绑架抢劫；④非法枪支弹药；（2）

非暴力犯罪议题：①侵财性治安问题；②黑恶势力；③涉黄行为；④涉毒行为；

⑤涉赌行为；⑥ 群体性治安事件；⑦公共交通安全事故；⑧生产安全事故；（3）

非正常死亡议题：非正常死亡或失联（引起恐慌的）。 

2.3 省级区域传播形象及其维度 

区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小至一区一市，广至一省一国甚至国家联盟。 

对于区域形象，不同的研究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义。赵驹（2002）认为，区域

形象是“公众对某级行政管辖范围的总体认识和态度，也就是某一行政区域在公

众中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定位度。”罗治英（1998）认为，所谓区域形象，“是指

一个地区的内部公众与外部公众对该地区的内在综合实力，外显前进活力和未来

发展前景的具体感知和综合评价”。 孙江华（2009）认为，区域传播形象就是指

在传媒世界中某一区域呈现出的客观形象。它不同于区域形象本身，也不是公众

对区域形象的评价，而是区域形象的一种外化方式之一。 

汤书昆（1997）从“人、财、物、信息、形象五要素”理论模式出发，进行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2004—2014 年中国大陆网络新闻中的福建省社会治安形象研究 

6 
 

了“安徽省形象设计”的尝试，并且总结了中国大陆省级区域形象设计的一般理

论原则与评价体系，制定出了一个包括区域实力形象、区域发展形象、区域群体

形象和区域外观形象的区域综合形象评价体系。 

杨杰（2008）以 Martin Ingrid 和 Sevgin Eroglu 研制的“国家形象量表”(Country 

Image Scale)为基础，制定出包含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 3 个维度的区

域形象量表(Provincial Image Scale,PIS)，再利用数字“1”到数字“7”的语义差

异量表，制定问卷，最终的出一个具有一定信度和效度的区域形象量表。 

孙江华和严威（2009）从知名度和美誉度两个因子入手，每个因子中又包括

综合、民生、经济、法治、文化、环保、科技 7 个分析角度省级区域传播形象的

指标。测度的省级区域传播形象包括综合形象、民生形象、经济形象、法治形象、

文化形象、环保形象和科技形象 7 类。从 2008 年 52 周中随即抽取一定比例的新

闻报道，对其进行归类和语义评价处理（正面。中性还是负面），以测量我国 31

个省级区域的传播形象。 

王芳和李惠民（2013）从新浪网中随机抽取了从 2002 年到 2011 年间的 354

篇甘肃新闻报道为样本，从政治、经济、生态环境、文化、社会五个层面，归纳

了网络媒体中的甘肃省的区域形象。 

2.4 网络新闻与区域形象 

治安形象是区域形象的一个侧面。目前关于一个省份区域形象的研究，主要

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口碑，即任何人们甚至是不甚了解该省的人对该省的评价。

另一种途径是媒体报道。 

大部分公众对省份区域形象是缺乏直接经验的，为了减少这种信息的不确定

性，新闻媒体对相关话题的报道成为公众的重要信息来源。媒体根据报道原则和

自身价值判断从纷繁复杂的现实素材中挑选出他们认为重要的议题和观点，并将

其加工后呈现给公众，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由媒体建构的“象征性现实”（拟态

环境）决定了公众对客观现实的感知（李普曼，2002）。 

之前扮演这种议程设置角色的是传统媒体报纸、电视、广播。李涵（2013）

采集了 2010—2012 三年的《人民日报》网络电子版作为样本，从每年 12 个月中

抽取三个月，归纳出《人民日报》中吉林省的媒介形象。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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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媒体已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与此同时，也是展示区域形象的重要

平台，在网络环境中，互联网具有时效性、共享性、互动性和匿名性等特性，网

络媒体在提高对事件的报道频率与强度、引导公众认知方面起到了传统媒体不能

替代的作用（卢梦君，2010）。特别是新闻网站，凭借覆盖区域广，涵盖的信息

量大，关注程度高等特点，在传播、塑造和提升区域形象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王芳&李惠民，2013） 

不少学者关注网络中的近几年学者开始研究网络新闻中的群体形象，如叶艳

芳（2011）关注了网络新闻中的“90 后”形象；孔庆梅（2012）研究了网络新闻

中的教师形象。 

2.5 新闻标题与新闻关键词 

形象，是多侧面的。要了解一个省形象，同样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但从

哪些角度考察，要考虑信息获取的现实性。 

新闻在反映和引导舆情、形成媒介形象的过程中有重要作用，但只有极少数

正文会得到详细阅读，标题概括了一条新闻的核心信息，是合适内容分析的素材

(Berner, 1994)。 

标题在网络新闻的传播中具有导读和检索的价值，能够吸引受众注意力、争

夺受众点击率，在新闻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尤为重要（王长武，2009）。在如今这

个“眼球经济时代”，网络新闻标题在导读方面的意义更甚于传统媒体（彭兰，

2001）。 

Berner（1994）在通过媒体报道研究企业形象的过程中，将新闻标题作为分

析单元进行内容分析，在分析了 813 条新闻标题后，得出企业的媒介形象包括下

列属性：环境议题、收购兼并、政府/法律议题、工会议题、雇员议题、负面商业

信息、正面商业信息和财务运作议题。 

林天寿（2014）研究了新浪网中的 33 个品牌的新闻标题后将企业的非负面

舆情内容分为 12 个信息类目，分别为资本市场、兼并收购、业绩表现、竞争格

局、企业合作、产品信息、业务布局、营销组合、企业员工、社会责任、企业创

新以及投资与生产。 

中国市场品牌健康监测报告（2013）监测了 2013 年 42 家网络媒体中中国大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2004—2014 年中国大陆网络新闻中的福建省社会治安形象研究 

8 
 

陆品牌的新闻标题，将负面舆情分为三大类共 12 个信息类目，第一类是核心因

素：生产、产品、服务、传播、诚信；第二类是为外延因素：人事、资本、合作、

竞争；第三类是综合因素：业绩、股情；若无法归入以上问题，则归为“其他”。 

厦门大学品牌与广告研究中心品牌健康监测课题组在《中国市场品牌健康监

测报告（2013）》（2014）中选取 36 家最有价值的中国网络媒体监测品牌健康指

数，提出品牌健康指数的概念，即在特定时间内，根据报道品牌负面或不利消息

的媒体数量衡量品牌健康指数的高低，数量越多，品牌健康指数越低。 

互联网及物联网的发展，更多的内容被数据化，数据的海量增长使得文本信

息的分析与处理需求日益突显。在信息爆炸的网络新闻标题中，仅仅分析新闻标

题仍然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量，新闻关键词则被提上议程。所谓新闻关键词，就是

指对准确反映新闻主题，揭示新闻中心内容具有关键意义的词语（周宏，2012）。

新闻标题对新闻主体的高度概括，是新闻主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凝练符合和缩

影。 

通过网络搜索引擎，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等新闻关键词在出现频次上进行

统计，将结果进行量化分析，通过新闻关键词出现频次的升降变化，能从一个方

面反映新闻热点的形成和转移，进而帮助人们科学评价网络新闻传播的现状与效

果（李华昌&嵇安奕，2013）。 

2.6 研究问题 

在对社会治安、新闻媒体和大数据开发的关系进行回顾和梳理之后，本文认

为“社会治安是社会秩序的状态，其主要指标既包含社会案件、事件与事故，也

包含社会公众对社会治安的内心感受和判断，也就是社会公众的安全感。”社会

治安传播形象是一段时间内，媒体上对社会治安所呈现的总体评价，这种评价由

治安新闻数量、报道议题和报道倾向构成。 

从已有的前人研究来看，社会治安形象的维度和指标不尽相同，但是总结起

来，大致包括：暴力犯罪议题、非暴力犯罪议题和非正常死亡议题。 

本文选择福建省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从具体省份入手研究社会治安形象更

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福建省的社会背景有以下几个特点：（1）东隔台湾海峡，与

台湾省相望，东北与浙江省毗邻，西北横贯武夷山脉与江西省交界，西南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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