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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是15年來針對中國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最大規模問卷調查

研究的一部分，旨在了解新媒體環境下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

主狀態及其影響因素。通過文獻梳理發現，既往的新聞從業者研究多

從傳統的結構功能範式出發，忽略了對新聞從業者個體能動特徵的考

察。本項研究突破傳統方法論的局限，採用定量的研究方法，旨在

考察新聞從業者的個體特徵變數對其工作自主性的能動影響。本文的

主要研究問題是：新媒體環境下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認知

的整體狀況如何？新媒體環境下新聞從業者個體特徵變數中的媒介角

色認知和互聯網使用技能是否可以預測其工作自主性？通過問卷調查

和統計分析，本項研究發現：第一，新媒體環境下大陸報業新聞從業

曾麗紅，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博士生、邵陽學院中文系副教授。
研究興趣：新媒體研究、政治傳播。電郵：ZLH0406@qq.com

吳雁，中國傳媒大學藝術研究院博士生、廣東工業大學講師。研究興趣：新媒
體研究。電郵：wuyan8160@163.com

論文投稿日期：2014年5月5日。論文接受日期：2015年5月12日。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34期（2015）：19–55

研究論文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34期（2015）

20

者對工作自主性的整體評價有所下降。第二，在控制人口變數的基礎

上，新聞從業者個體特徵變數中的媒介角色認知和互聯網使用技能對

其工作自主性均造成了顯著影響。

關鍵詞：工作自主性、新聞從業者、媒介角色認知、互聯網使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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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newspaper journalists in mainland China, this thesis is part of 

the largest survey research in the last 15 years. The thesis’ aim is to investigate 

mainland newspaper journalists’ work autonom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it is found that in most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journalists chose the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paradigm 

view and ignored the investigation of journalist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Breaking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methodology and using 

quantitative study methods, this study is designed to explore how journalist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 variables affect their work autonomy. The following 

are the main research problems of this study: What is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Chinese mainland newspaper journalists’ work autonomy under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Can the Chinese mainland newspaper journalists’ cogni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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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role and skills of internet use predict journalists’ work autonomy?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this study has two conclusions: 

First, there is a decline of mainland journalists’ overall evaluation of work 

autonomy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second, on the basis of controlling 

the demographic variables, Chinese mainland newspaper journalists’ cognition 

of the media’s role and skills of internet use both have prominent impacts on 

their work autonomy.

Keywords: Work autonomy, journalists, cognition of the media’s role, skills of 
internet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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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與目的

當下中國大陸正處於政治、經濟和技術環境變遷的重大轉型過程

中，傳統報業面臨着政治控制、市場壓力、技術更新的多重考驗。自
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陸推行市場經濟自由化，但嚴格的國家控制方

興未艾，報業機構要同時兼具扮演政黨喉舌和賺取市場利潤「一僕二

主」（潘忠黨等，2008：17–48）的身份與角色。在經濟市場化的過程

中，中國大陸報業組織已經從傳統的國家壟斷結構轉變為分散化、多

樣化、多層級的「蜂窩狀」結構。有大陸學者將市場化後中國傳媒的種

種變化歸結為國家政治威權與市場經濟相互滲入的結果（劉兢，
2010），然而學者周翼虎（2009）卻指出，在中國大陸新聞業市場化的背

後，始終存在着國家一元獨大的政治權力運作。媒介的經濟自由並不

必然帶來政治自由。在國家權力的政治經濟雙重操作下，新聞業的市

場化生存其實類似於「籠中鳥」。

儘管學者們對導致大陸傳媒結構分化的歸因說法持有爭議，然而

無論如何，市場化的衝擊畢竟打破了大陸報紙媒體板結固化的壟斷模

式，並進一步加速了其產業化進程。大陸報業對政府的依賴程度日益

降低，經濟領域自由化的影響逐漸滲透到政治領域，媒介多樣化不斷

溢出原有的體制邊界，報業結構的多樣性進一步增加了國家控制的困

難。新世紀以來，大陸的政經關係更加充滿了矛盾與衝突，從而使得

報業新聞從業者的價值定位、角色認知和工作旨趣變得日益多元化、

曖昧化和模糊不清。大陸報業新聞人既是傳統政經體制的維護者（傳統

黨報體系），也是傳統政經體制的顛覆者（新興都市報體系）。為了滿足

政黨和市場體系的雙重需求，報業新聞人經常承受着緊張與挫折，從

他們弔詭的專業實踐上我們大致可以看到大陸政經結構變化的一鱗半

爪，這些變化均在潛移默化地影響着大陸報業新聞人的專業生產和實

踐活動，並使得他們的職業理念和自主精神亦呈現出紛繁複雜的風格

和面貌。

與此同時，新媒體技術的發展也在衝擊着大陸報業的生產機制和傳

播結構，迫使傳統報業組織不斷採納新的技術以適應全球化的挑戰。

據中國互聯網路資訊中心（CNNIC）2014年第34次統計報告顯示，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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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底，中國線民規模達到6.32億，互聯網普及率為46.90%。

目前中國網站總數為273萬個，CN下網站數為127萬個。各項指標均

在顯示，中國已全面進入了互聯網時代，技術環境的變化自然而然地

帶來了報業新聞從業者工作生態和互聯網使用行為的變化。在互聯網

興起之初，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大多使用它來搜集資料和尋找線索。

但隨着資訊技術的不斷發展，被運用在新聞生產過程中的技能使用方

式更加多元化。比如利用搜尋引擎來查找與報導相關的背景資料，利

用QQ、Email等通訊工具進行線上採訪或擴大人際網路，利用BBS、

博客、微博、社交媒體尋找新聞線索、推廣報導、與受眾互動等。毋

庸置疑，當下新媒體技術已經浸淫到大陸報業新聞生產實踐的各個環

節當中，對報業新聞人的專業生產和自主實踐產生了全方位的影響。

工作自主性是工作給予個人在安排工作、決定工作方式上的自

由、獨立性和裁量權的程度，它是工作的五個核心特徵之一（Hackman 

& Oldham, 1976）。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則是指新聞工作給予新聞

從業者個人在安排工作、決定工作方式上的自由、獨立性和裁量權的

程度，它是衡量新聞從業者個體職業狀態和集體工作狀況的一個重要

指標，既可能影響到新聞從業者的工作績效，也可能影響到新聞從業

者的職業成功和組織目標的有效實現（范皚皚、丁小浩，2008）。對於

大陸報業組織來說，工作自主性不僅是從業者個體實踐新聞自由的必

要條件，也是評估新聞從業者是否為專業人士的重要指標之一，因此

無論對於新聞從業者個體還是報業組織集體來說都非常重要。學術實

踐上，工作自主性又是一個模棱兩可的概念，在傳統的理論中，它有

時候被當作一種個體的特質，有時候又被看作是集體的特徵，在不同

的理論語境下研究者通常會賦予這個概念以不同層面和不同維度的內

涵。然而「在世界主義哲學中，只有個體自主性具有內化的價值，因為

個體在本體論意義上是先於群體的」（伯恩斯坦、科尔曼，2011：50）。

因此，在本文中，個體論的建構基礎對於本研究的理論架構和測量設

計具有實際的理論內涵和指導意義。

顯然，在新媒體環境下，研究者亟待關注：作為一種外生性變

數，技術環境將會如何在體制結構背景下給大陸報業新聞人帶來迭加

或突變的影響？這些影響又將會以何種方式內化在新聞人的生產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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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並影響到他們的工作自主情狀？基於社會情境建構個體心理的視

角，認知行為理論提出，人的行為是由個人整體生活形態塑造的，在

這個過程中，認知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認知結構或圖式 (schema)指

導着人們的資訊加工過程 ,並改變着個體的行為（阿德勒，2010）。本研

究認為，隨着技術環境的變化，新聞從業者個體的認知圖式也在發生

着相應的變化，這些變化將會引導並調控着個體的資訊處理模式和資

訊加工行為，並以內生性的個體特徵變數的形式呈現出來。本文的研

究假設是在新聞傳播學的研究語境中，大陸傳媒體制中的政經結構是

制約報業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發展的主要障礙。然而，當下的新媒

體語境為大陸新聞業專業自主空間的開放創造了可能，使得從業者可

以通過知識技能等策略性的生產實踐來突破政經結構的鉗制，從而為

個體的自主性新聞生產開闢道路和空間。故此，我們希望本項研究達

到兩個目的：第一，揭示出新媒體環境下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工作自

主性認知的整體狀況；第二，在遞歸運用人口變數、個體特徵變數的

基礎上，對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做出比較系統和全面的

預測和解釋。總之，我們不但希冀能和過去的相關研究前後呼應，彼

此對話，而且希望能夠增進我們對新媒體環境下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

工作自主狀況與影響因素之間多維生態的理解和把握。

文獻綜述

中外新聞從業者的相關研究

國外關於新聞從業者的研究，主要始於20世紀70年代。美國伊利

諾大學的 John W. C. Johnstone和Edward J. Slawski及William W.Bowman

（1976）最早出版了有關新聞從業者的著作《新聞人員：美國新聞人員與

他們工作的社會描繪》。20世紀80年代以後，這個領域的研究則以美

國印第安那大學教授David H. Weaver為代表，他在1980年代、1990年

代分別對全美新聞從業者的職業意識、工作滿意度、工作自主性等進

行研究，出版了《美國新聞工作者和他們的工作》（Weaver & Wilhoit, 

1986, 1996）。此外，他還在1990年代中期召集全球數十位新聞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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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撰寫出版了《全球新聞人員：世界各地的新聞工作者》（Weaver, 

1998）。在新世紀，學者David H. Weaver和Lars Willnat（2012）再次聯

合全球新聞學者編撰了《21世紀的全球新聞從業者》，這些學術著作基

本上總結出了全球新聞從業者的基本特徵。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華人學者也開始關注新聞從業者的研究，

其中，尤以台灣學者羅文輝、香港學者陳韜文（2004）為代表，他們合

作出版了《變遷中的大陸、香港、台灣新聞人員》，第一次針對華人地

區新聞從業者的媒介角色、職業倫理等進行了系統研究和深入比較。

在此項研究中，華人學者不僅系統吸收了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還重

點考察了華人地區特殊社會情境對新聞從業者的影響，揭示出兩岸三

地新聞從業者的主要差異。1997年，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和全國

記協對中國大陸新聞工作者進行抽樣調查，發現新聞從業者在自我感

受中，其社會地位僅次於醫生，「以促進社會改革為己任」成為我國新

聞工作者在職業價值方面的基本追求。張洪忠、蘇林森（2012）在轉型

時期的一項調查研究顯示，中國新聞從業者在政治和市場體系的雙重

制約下面臨着專業理想和現實困難的壓力，超過一半的從業者認為工

作中最大的問題來自於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與此同時，一批大陸新聞

傳播學者陸續跟進研究新聞從業者群體（陸曄，2000，2003；羅以澄、

侯迎忠，2006；吳飛、白林，2006；張洪忠、何豔、許航，2007；張

志安、陶建傑，2010；張志安、陶建傑，2011；張志安、張京京、林

功成，2014；張志安、吳濤，2014）。

中外新聞從業者的媒介角色認知研究

Cohen（1963）在研究華盛頓外交記者時，最早開始進行新聞從業者

的職業角色研究。20世紀70年代以後，美國學者開始利用問卷調查法

對新聞從業者的職業認知進行實證研究，根據調查結果，他們將新聞從

業者的職業角色觀主要歸納為「中立」（neutral）和「參與」（participant）兩

種（Johnstone, Slawski, & Bowman, 1976）。繼此之後，Culbertson（1983）

把美國新聞從業者對媒介角色的認知分成三種：「傳統」（traditional）、

「解釋」（interpretative）及「活躍者」（activist）。Weaver和Wilhoit在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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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1992年的兩次調查研究中，總結提出新聞從業者主要有傳播者

（disseminator role）、解釋者（interpretative role）和對立者（adversary role）

三種媒介角色認知。到了20世紀90年代，Weaver和Wilhoit等又提出

了「公眾鼓吹者」（populist mobilizer）這樣一種新的媒介角色認知。以

上大致歸納了20世紀美國新聞從業者媒介角色認知研究的基本情況。

然而，不同的社會制度、文化環境和行業狀況會導致新聞從業者

媒介角色認知的差異。陸曄、潘忠黨（2002：39–53）指出中國記者新聞

專業主義話語的建構主要來自於三類傳統：「文人論政」傳統、「耳目喉

舌」傳統和商業媒體傳統，這三類傳統大體勾勒出中國新聞從業者媒介

角色認知的三種類型：啟蒙者、宣傳者和記錄者。陸曄、俞衛東

（2003）針對上海地區新聞從業者的調查發現，從業者普遍認為「提供新

資訊」、「報導新事實」和「實行輿論監督」是媒體最重要的社會功能。

李金銓（2004）研究發現：現代中國傳媒業的主要功能是啟蒙和宣傳，

而非提供資訊，因此，中國大陸的記者角色主要可分為三種：儒家模

式、毛澤東模式和市場化模式。周裕瓊（2008：90–96）針對全國範圍的

一項調查顯示，在媒體的社會功能中，從業者認為最重要的是「迅速準

確地報導國內外新聞」、「對老百姓所關注的社會話題提供分析和闡

釋」、「揭露和批評社會不良現象」和「對黨政機關的公務員進行監督」等

四項功能。張洪忠、蘇林森（2012）研究發現，中國新聞從業者的角色

認知中，最重要的依次為：「雇傭勞動者」、「養家糊口者」、「政黨喉舌」

及「資訊發佈者」，這種角色強調反映了媒介市場和政治的雙重功能。

張志安、吳濤（2014：61–75）發現，當下中國新聞從業者更加看重「提

供資訊」的媒介角色，更加偏向於獨立、客觀地報導事實。新聞從業者

對傳統的宣傳「喉舌」角色、輿論「監督」角色的重要性評價明顯下降，

其新聞專業主義理念更加鮮明。

中外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認知研究

在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認知方面，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新聞界

情況有很大差別。Weaver與Wilhoit（1986）研究發現，20世紀80年代

美國記者享有很高的工作自主性。然而到了90年代，無論是在新聞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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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還是在報導重點的選取方面，美國新聞人員均感到自主性下降了

（Weaver & Wilhoit, 1996）。南韓新聞人員覺得在選取和發表新聞時，

自己享有合理的自主性。約五分之一的記者認為自己享有絕對自由

（Auh, Lee, & Kang, 1998），儘管新聞專業主義理念一直被他們所珍視

（Lee & Kim, 2006），然而到了新世紀以來這種觀念卻動搖了。芬蘭新

聞從業者表示他們享有不錯的工作自主性，八成人表示他們可以自由

地選取採寫題材，大部分表示未曾感到來自雇主或外間團體的壓力

（Heinonen, 1998）。匈牙利新聞人員認為他們在選取新聞題材的自主性

比提供解釋評論的自主性要高。近半的新聞人員覺得他們的工作自主

性很高，三成人則認為頗高（Kovats, 1998）。在印尼新聞界，專業主義

理念正在提升，大多數新聞人員認為他們擁有相當高的工作自主性

（Hanitzsch & Dedy, 2012）。澳大利亞新聞人員認為他們的媒介組織表

現很好，大多數新聞人員滿意於雇主所給予的工作自主程度（Josephi & 

Richards, 2012）。巴西新聞人員認為，薪酬和工作自主性是影響工作滿

足感的兩個最重要因素，在工作中他們僅擁有一定的自主性（Herscovitz 

& Cardoso, 1998）。在阿爾及利亞，新聞人員面對組織和官僚限制，在

新聞選取和消息來源選擇上不能有太多自主權。三成半的新聞人員說

他們擁有很多自由，三分之一說擁有一些自由，只有少數記者享有完

全的工作自主權（Kirat, 1998）。

在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地區，新聞從業者對工作自主性的認知

差異比較接近。華英惠（1992）針對台灣地區報紙從業者的調查顯示，

台灣多數報社記者認為自己在選擇報導題材及決定採訪對象方面，擁

有充分的自主性。在台灣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有6%的新聞人員認為

自己享有幾乎絕對的自由，認為享有很多及一些自由者分別佔41%及
44%（Lo, 1998）。在香港，學者發現新聞人員的自主程度與整個社會的

政治氣候有關，香港新聞從業者普遍把自己的職業理解成為一個免受

政治和經濟壓力的自主職業（Chan & Lee, 2007; Chan, Lee, & Lee, 1996, 

1998）。新世紀以來，羅文輝、陳韜文（2004）等研究發現，大陸、香

港、台灣三地新聞人員均對工作自主性感到滿意，且滿意程度十分接

近。而之前華人學者針對中國大陸新聞人員的另一項綜合調查顯示，

只有極少數（8%）的人認為自己享有很高程度的工作自主權，有37%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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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認為自己擁有很高程度的自主權（Chen, Zhu, & Wu, 1998）。陸

曄、俞衛東（2003）針對上海地區新聞從業者的一項調查顯示，從業者

工作自主性的整體認知在「一般」和「較滿意」之間。吳飛（2005）針對杭

州市新聞從業者的調查顯示，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滿意度評價在「一

般」和「較高」之間。

中外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的影響因素研究

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對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影響因素的研究大

致可以被歸納為以下幾個範疇：

I、人口統計學因素

既往研究顯示，性別、政治派別、收入水準和職務層級等人口統

計學的個體因素與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顯著相關。國外的早期研

究證明，女性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更高。此外，在政治派別方

面，越是持有政治保守立場的新聞從業者，其工作自主性就越高

（Weaver & Wilhoit, 1996）。在收入水準方面，研究者發現，薪資越

高，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就越高，新聞從業者的收入水準與工作

自主性顯著正相關（吳飛，2005；Weaver & Wilhoit, 1996）。在職務層

級方面，研究者發現，職位較低的新聞從業者享有的自主權也較低

（Chen, Zhu, & Wu, 1998）。新聞從業者的職務級別越高，其工作自主

性水準就越高，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與職務級別顯著正相關（吳

飛，2005）。

II、政經因素

既往研究顯示，政府部門的宣傳管理及媒介的自我審查對新聞從

業者的工作自主性造成顯著影響。在美國，Weaver與Wilhoit（1996）發

現，新聞人員的工作自主性受到了來自外部政府的限制。在西班牙，

新聞從業者表示最大的外部限制可能來自於政府檔案不公開等（Canel 

& Pique, 1998）。在回歸之前的香港，新聞界彌漫着一股憂慮氣氛，擔

心政治主權的轉變將帶來新聞業的「自我審查」，從而影響到新聞從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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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工作自主性（Chan, Lee，& Lee, 1996, 1998）。在馬來西亞，新聞

從業者敏銳地感覺到他們的工作自主性是受到限制的，他們感覺自己

或多或少成為了政府或政治官僚的「供玩耍用的小狗」（Lapdogs）（Ezhar, 

Sony, & Manimaran, 2012）。在中國大陸，學者們研究發現，宣傳管理

與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顯著負相關（陸曄，2004）；新聞生產的自

我審查支援度與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顯著負相關，在政府網站

中，工作自主性越高的人，越不傾向於支持自我審查（張志安、陶建

傑，2011）。既有研究還顯示，廣告收入、受眾興趣、媒介競爭、消息

來源等對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也構成了顯著影響。Weaver與
Wilhoit（1996）發現，美國新聞人員的工作自主性主要受到了來自廣告

商和公眾的限制。南韓新聞人員卻表示，他們受到新聞來源和廣告商

的壓力很小（Auh, Lee, & Kang, 1998）。西班牙新聞從業者認為，他們

受到最大的外部限制是追逐受眾的興趣（Canel & Pique, 1998）。中國大

陸學者研究發現，新聞生產的消息來源與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顯

著正相關（陸曄，2004）。

III、機構因素

既往研究顯示，機構規模、媒介類型及媒介主管等對新聞從業者

的工作自主性影響顯著。Weaver與Wilhoit（1996）研究發現，媒體機構

規模越小，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就越高。此外，在電台和週報工

作的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較高，在雜誌工作的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

性較低。Bowers（1967）發現報業發行人因本身興趣及背景，對組織中

的新聞部門特別關愛。當事件發生地點越近或新聞越具爭議性時，發

行人會對新聞報導干擾越多。Sigelman（1973）認為記者上司不僅可以

決定該報導哪則新聞，而且會影響新聞報導的觀點，甚至會刪改新

聞。南韓的一項調查研究顯示，新聞人員的工作自主程度通常被下列

因素所干擾：部門主管、編輯部主管和機構最高管理層（Auh, Lee, & 

Kang, 1998）。芬蘭新聞人員則表示，來自老總的政策和上級主管都可

能對他們的工作自主性造成影響（Heinonen, 1998）。中國大陸學者研究

發現，業務主管對新聞從業者的工作如確定選題、採制過程和發稿環

節的影響最大（陸曄，2004）。印尼新聞從業者認為，他們的工作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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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受到專業、程式和機構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的影響超過了政治和

經濟力量的影響（Thomas & Dedy, 2012）。

媒介社會學視域下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影響因素的研究
進路

若立基於個體建構的方法論視角對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進行重新

觀照，我們會發現，既往的相關研究一直沒有脫離傳統結構功能範式

的窠臼，倚重對政治、經濟和機構等結構性因素的考察，而對於研究

場域中的「行動主體」——新聞從業者的個體能動特徵一直重視不足。

即便有研究能將人口統計學的個體因素納入到整體考察的範疇（如性

別、年齡、收入、職務、專業、學歷、背景等），但這些人口統計學特

徵也僅僅只能作為附加意義而存在，不具備任何獨立的解釋意涵。因

此，在結構功能主義面向下浮現出來的新聞從業者始終是一群被結構

的「行動者」，他們的工作自主性特徵拘囿於傳統結構和體制的束縛，

相應之下由「行動者」的個體能動意識和主體選擇特徵所帶來的自主突

破潛能卻被無意識地忽略和遮蔽了。為了突破結構功能主義方法論的

局限，本研究決定另闢蹊徑，特將新聞從業者的個體特徵變數抽離出

來進行單獨考量，以便更加深入地探尋新聞從業者的個體特徵變數（認

知層面和行為層面）對其工作自主性的能動影響。

媒介社會學者認為，新聞具有雙重的本質，它既是一種社會產

物，新聞內容反映了社會現實，又是一項組織性產物，是專業組織製

造出來的成果。由於新聞具備與生俱來的「社會屬性」，因此，在具體

的生產實踐中，新聞從業者的工作會依賴一些編輯部內部或外部的資

源，並受到它們的制約和影響（Bernard, 1994）。具體來說，新聞從業

者的生產實踐一直處在三個層面因素的控制之中（張志安，2008：
18）：「（1）從業者自身的專業意識和職業理想，屬於個體（群體）層面；

（2）編輯部內部常規的生產機制、報社的市場定位和利益訴求，屬於組

織層面；（3）來自權力部門和宣傳部門的政治控制、商業機構的經濟控

制等，屬於組織外部的社會層面。」媒介社會學的理論視域進一步凸顯

了新聞從業者個體層面的能動特徵對其生產實踐和工作自主的塑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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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這與本項研究個體方法論的突破形成契合，從而進一步為我們

創新工作自主性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分類依據和行動指南。

在明確本項研究的理論視域和方法論進路的基礎上，我們再回望

當下中國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的現實生存狀態。誠然，當下大陸報業

正在承受着激烈的陣痛和劇烈的轉型，兩股力量沖蕩其中。一方面，

政經體制的改革以及現代化、民主化的發展趨勢裹挾而來的時代潮流

漸進地改變着大陸報業的結構模式和大陸報人的生存狀態；另一方

面，當下的新媒體技術和資訊化語境對大陸報業的生產實踐造成了持

續的衝擊，致使一批批資深優秀的報人在大浪淘沙之下紛紛投奔新媒

體領域，縱使那些能留下來繼續堅守新聞理想和專業陣地的報業新聞

人其專業理念和自主精神亦發生繁複的震盪和變化。互聯網的威力再

次印證了技術與社會之間互為推手的基本關係。互聯網是一種新的技

術，互聯網社會則體現了新技術的興起再一次改造了人類社會自身（李

強，2015）。既然技術力量給大陸報業新聞人帶來了如此重大的影響，

那麼，新媒體環境對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究竟有何影

響？為了回應新媒體環境下我們對大陸報業新聞人職業生存狀況和專

業發展境遇的現實關切，本研究提出了第一個問題：

RQ1：新媒體環境下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認知的整體

狀況如何？呈現出何種變化態勢？

結合前述的理論探討和文獻分析，本研究將既往研究中與新聞從

業者工作自主性顯著相關的人口統計學因素列為控制變數，即控制住

人口統計學中的性別、收入、職務和學歷（此次研究新增加學歷作為人

口統計學控制變數，是因為考慮到個體的受教育程度與其媒介角色認

知和互聯網使用技能顯著相關）等因素。此外，由於中國大陸長期執行

共產黨一黨執政的政黨政策，故本研究忽略人口統計學中的政治派別

因素。

I、新媒體環境下新聞從業者的媒介角色認知對工作自主性的影響

媒介社會學芝加哥學派把媒介作為社會的子系統來加以研究，「視

媒介為社會整合和社會控制的重要方式之一，強調媒介與人、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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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關係。其主要學術領袖之一派克（Robert Park）認為，傳播和交通

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們的生態環境，資訊傳播技術的廣泛發展改變

了人的角色認知」（吳予敏，2007：303）。當下新媒體環境給大陸報業

新聞從業者的傳統工作和生產方式帶來了一股顛覆性的力量，新媒體

技術通過改變新聞生產、傳播格局的方式悄然改變了大陸報業新聞人

的職業生態、工作環境和角色認知。有研究發現，記者對於媒介在社

會中扮演角色的看法對於其個人職業行為的影響要遠勝過於任何個人

因素（Zhu, 1997）。故有學者主張將媒介角色認知作為考察新聞從業者

新聞專業主義的關鍵指標之一，並用以實證測量新聞專業主義的具體

表現（周裕瓊，2008）。由此可見，媒介角色認知既是研究新聞從業者

的專業主義狀況也是研究其職業意識和自主程度的重要指標，它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通過影響新聞從業者個體的職業理想和專業意識的方式

來間接地調控着個體的工作自由程度，故本研究認為，媒介角色認知

能夠成為一個較好地預測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的解釋變數。在此基

礎上，我們提出了第二個研究問題：

RQ2：新媒體環境下新聞從業者的媒介角色認知是否可以預測其

工作自主性？

II、新媒體環境下新聞從業者的互聯網使用技能對工作自主性的影響

20世紀30年代在北美萌芽，70年代發軔的媒介社會學理論的一個

重要分支——媒介環境學（media ecology）研究傳播媒介如何影響人的

感知、感情、認識和價值，並重點研究傳播技術本質如何對社會結構

產生深遠影響。「媒介環境學旨在研究文化、科技與人類傳播之間的互

動共生關係，此外，還關心媒介形式的相互關係、媒介形式與社會力

量的關係以及這些關係在社會、經濟、政治方面的表現」（林文剛，
2007：16）。早期的媒介環境學者探討媒介技術對人和社會的影響，同

樣忽略了人對媒介和社會的積極作用。事實上，媒介技術與技術使用

者有一種互動關係，媒介技術對人和社會具有塑造作用，但是，被媒

介技術塑造出來的人同樣也會有意識有目的地改造技術和社會。故

此，大陸學者在反思互聯網技術與新聞從業者之間的關係後認為：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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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總會發生變革，而比技術更重要的是人，因為人的自主性和專業性

更重要。人的自主性和專業性及其在媒介領域所做出的努力，決定了

能否在未來的十年、二十年中繼續推動中國社會和大眾傳媒的進步（張

志安，2012）。循此邏輯可以推演，由媒介技術衍生出來的媒介技術使

用技能必將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媒介技術使用者的工作風貌和自

主情狀。現實情境下，來自南韓的一項跨國研究顯示，隨着新技術在

媒介領域的擴張，傳統媒體的新聞從業者被迫不斷地適應和改變——

大多數南韓新聞人員使用網路來搜集資訊並與受眾保持聯繫（Kim, 

2008）。一份同樣本的大陸調查研究也顯示，互聯網如今已經成為新聞

從業者的重要輔助工具，它基本上貫穿了從發現線索、查找背景、新

聞採訪和推廣報導等新聞生產的全過程（張志安、張京京、林功成，
2014）。毋庸置疑，互聯網所帶來的技術潛能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傳統

新聞人生產實踐的創新方式和自主空間。故本研究認為，互聯網使用

技能或將成為一個較好地預測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的解釋變數。在

此基礎上，我們提出了第三個研究問題：

RQ3：新媒體環境下新聞從業者的互聯網使用技能是否可以預測

其工作自主性？

研究設計

資料收集和研究方法

本文是針對中國大陸新聞從業者進行的問卷調查專案的一部分，

該專案主要考察新媒體環境下中國新聞從業者的職業意識、新聞實踐

及生存狀態。本研究主要採用問卷調查法，本次問卷調查主要採取非

隨機抽樣的方法，於2012年11月至2013年3月間進行，選擇中國不同

地理區域的5家報業集團（主報、子報及網站）或報社作為樣本，其中

包括：四川日報報業集團、華商傳媒集團、浙江日報報業集團、南方

報業傳媒集團、中國青年報。調查共發出問卷3,522份，共回收問卷
2,203份，其中有效問卷2,109份，回收率為64.1%，有效回收率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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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9%。此次調查是自1997年喻國明在中國大陸進行大規模新聞從業

者調查之後，15年來最大規模的一次中國大陸新聞從業者的問卷調

查。接受本次調查的新聞從業者中：男性佔48.5%，女性佔51.5%。他

們的年齡結構比較年輕，76.2%的在35歲及35歲以下，50歲以上的人

僅佔2.4%，平均年齡在32歲（平均數= 31.95）；絕大多數新聞從業者都

擁有大專或大專以上學歷，83.3%的擁有大專或本科學歷，15.4%的擁

有碩士、博士學位；主修新聞類專業的從業者達到37.6%，主修新聞以

外的其他傳播相關學科的佔18.4%，主修新聞學以及另外一個學科（即

輔修）的8.4%，35.6%的從業者沒有修讀過新聞課程。

本研究採用的調查問卷，主要是在參考美國學者維沃（Weaver）與

威爾海特（Wilhoit）於1986年開展的研究以及港台學者羅文輝、陳韜文

等人（2004）的調查問卷的基礎上，適度結合了中國大陸新聞業的具體

情況略加修改而成。在本次調查問卷中，我們專設了一個測量「工作自

主性」的綜合變數在分析中單獨使用，答案採用10級量表，1為非常有

限，10為非常充分。此外，為了和大陸的新聞生產語境有效對接，本

研究另從新聞選題和報導角度兩個維度切入來細緻考察新聞從業者在

生產實踐層面上的自主程度。具體題項為，一：「你覺得在你的工作

上，你個人有多大的自由來挑選報導題材（確定新聞選題）？」；二：「在

決定報導新聞故事的側重點上（確定報導角度），你有多大的自由？」答

案採用5級量表，1為沒有自由，5為絕對自由。此外，在調查問卷

中，我們採用了18個題項來考察新聞從業者媒介角色認知的問題，諮

詢受訪者「以下所列各項，對你的工作而言有多重要」。答案採用5級

量表，1為非常不重要，5為非常重要。另外，我們還採用了16個題項

來考察新聞從業者互聯網使用技能的問題，諮詢受訪者「請問你是否使

用以下互聯網工具或平台來幫助你的新聞報導工作」。答案採用4級量

表，1為從不使用，2為很少使用，3為有時使用，4為經常使用。

變數描述與選取

本項研究的被解釋變數是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的整體工作自主

性、新聞選題自主性和報導角度自主性。其中整體工作自主性是被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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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變數中的核心變數，它是指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在新聞生產實踐過

程中的整體工作自主程度；新聞選題自主性是被解釋變數中的一個細

分變數，它是指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針對不同新聞事實選擇不同新聞

選題的自主程度；報導角度自主性也是被解釋變數中的一個細分變

數，它是指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針對同一新聞事實選擇不同報導角度

的自主程度。本項研究的解釋變數共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控制變數，

其中包括學歷（1.初中或初中以下；2.高中；3.大專或本科；4.碩士；
5.博士）、 性別（1.男；2.女）、 收入（1.5,000元以下；2.5,001-10,000

元；3.10,001-150,000元；4.15,001元以上）、職務（1.總編輯；2.副總編
/編委；3.採訪主任；4.部門主任；5.高級編輯；6.編輯；7.監製 /編

導；8.記者；9.實習生）四個人口變數；另一類是個體特徵變數，其中

包括媒介角色認知和互聯網使用技能兩個原因變數，「媒介角色認知」

是指新聞從業者對媒介在社會中應當承擔何種功能的看法，「互聯網使

用技能」則是指新聞從業者的互聯網使用技術和能力。

計數與測量方法

本項研究的資料管理與分析採用社會統計軟體 spss 19.0。本研究

依次選取並納入的變數有：（1）被解釋變數（整體工作自主性+新聞選

題自主性+報導角度自主性）；（2）解釋變數（控制變數+個體特徵變數 /

媒介角色認知+個體特徵變數 /互聯網使用技能）。本研究資料分析的

基本步驟為：（1）對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的整體認知評價進

行統計分析，在歷時性基礎上概括其變化態勢；（2）引入人口變數（學

歷 /性別 /收入 /職務）作為控制變數，然後依次引入個體特徵變數（媒介

角色認知+互聯網使用技能）作為解釋變數對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

進行綜合預測，揭示其預測力和影響程度；（3）在充分預測影響大陸報

業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顯著因素的基礎上，描摹出個體特徵變數與

工作自主性之間的駁雜生態和有機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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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

新媒體環境下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對工作自主性的整體評價

新媒體環境下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對工作自主性的總體評價如何?

此次調查結果顯示，被訪者對自己在工作中獲得的總體工作自主程 

度評價一般，在十級量表上均值只有5.31（平均數= 5.31，標準差= 

2.31）。而在此之前，港台學者羅文輝、陳韜文等在1996–1997年針對
1,647名大陸新聞從業者所作的隨機抽樣調查顯示，大陸新聞從業者對

工作自主性總體評價的均值為6.68（五級量表測量，均值係數乘以2）；

大陸學者陸曄在2002–2003年針對全國八個城市1,401名大陸新聞從業

者的隨機抽樣調查顯示，大陸新聞從業者對工作自主程度總體評價的

均值為5.93（十級量表測量）。從歷時性的縱向邏輯來看，中國大陸報

業新聞從業者對工作自主性的整體評價十幾年來略有下降的趨勢。

新媒體環境下新聞從業者個體特徵變數對工作自主性的影響

在此次調查問卷設計中，我們採納了國外相關研究中測量新聞從

業者工作自主性的量表模型，同時結合中國大陸報業新聞生產的實際

情況，將新聞從業者在生產實踐層面上的工作自主程度指標具體化約

為兩個細分變數——新聞選題自主性和報導角度自主性。經雙變數相

關分析後發現，新聞從業者的新聞選題自主性與報導角度自主性之間

呈顯著正相關（r = .69，p < .01）；新聞從業者的新聞選題自主性與整 

體工作自主性之間呈顯著正相關（r = .12，p < .01）；新聞從業者的報導

角度自主性與整體工作自主性之間也呈顯出明顯的正相關關係（r = .12， 

p < .01）。

本項研究對此次調查中所涉及到的18個媒介角色認知題項進行了

降維分析，採用主成分分析法確定因數載荷（KMO = 0.86，Bartlett’s球
形檢驗χ2

= 9920.14，df =153，p = .00），結果顯示：新聞從業者的媒介

角色認知題項大致呈現出四個因數，共可解釋61.46%的變異量。第一

個因數包括「監察和檢視黨政領導人的行為」、「設置政治議程」、「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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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監察和檢視商界的行為」、「推動人們參與政治活動」、「提倡

社會變革」、「提供人們做政治決定需要的資訊」、「讓人們表達意見」和

「影響大眾輿論」九個題項，我們將其命名為「監督與影響」因數，可解

釋33.17%的變異量；第二個因數包括「為人們日常生活提供建議和指

引」、「提供能吸引最多受眾的新聞報導」和「提供娛樂休閒」三個題項，

合並成「服務與娛樂」因數，可解釋12.91%的變異量；第三個因數由「傳

達政治領袖的正面形象」、「支持政府政策」和「支持國家發展」三個題項

構成，合並成「宣傳與動員」因數，可解釋8.35%的變異量。第四個因

數由三個題項構成，分別是「以事物本身的樣子進行報導」、「做一個置

身事件之外的觀察者」和「對新聞時事做出分析」，合並成「提供資訊」

因數，可解釋7.03%的變異量。因數分析結果顯示如下：

 表一 媒介角色認知因數分析與歸類

因數一 

監督與影響

因數二 

服務與娛樂

因數三 

宣傳與動員

因數四 

提供資訊

監察和檢視黨政領導人的行為  .83  .00  .06  .15

設置政治議程  .76 -.05  .18 -.02

監督政府  .74 -.03 -.15  .09

監察和檢視商界的行為  .73  .08  .11  .14

推動人們參與政治活動  .73  .21  .12 -.02

提倡社會變革  .72  .11  .01  .15

提供人們做政治決定需要的資訊  .67  .29  .16 -.01

讓人們表達意見  .57  .45 -.18  .18

影響大眾輿論  .51  .31  .24  .23

為人們日常生活提供建議和指引  .15  .82  .13  .09

提供能吸引最多受眾的新聞報導  .04  .81  .13  .15

提供娛樂休閒  .10  .63  .26 -.12

傳達政治領袖的正面形象  .10  .15  .90 -.04

支持政府政策  .02  .21  .89  .01

支持國家發展  .40  .22  .57  .31

以事物本身的樣子進行報導  .13  .14 -.05  .81

做一個置身事件之外的觀察者  .03 -.04 -.01  .76

對新聞時事做出分析  .40  .10  .22  .57

注：使用eigenvalue =1的標準，採用最大方差法（varimax）旋轉計算方式，運算出4個因數，

累計解釋了61.46%的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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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下新媒體語境中，互聯網使用技能已然成為大陸報業新聞從

業者職業生產和專業發展的必需配置。那麼，為了更好地考察互聯網

使用技能對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的多維影響，本研究對此

次調查中涉及到的16個互聯網使用技能題項進行了降維分析，主成分

因數分析後共浮現出三個因數（KMO=0.90，Bartlett's球形檢驗χ2
= 

14961.96，df = 120，p = .00），共可解釋62.06%的變異量。我們將第

一個因數命名為「獲取資訊」，由「使用搜尋引擎來獲取跟報導相關的資

料」、「使用網路資料庫來查找報導背景資料」、「使用網路論壇或博客

來尋找新聞線索」、「使用社交網站來尋找新聞線索」和「使用從業者聊

天群尋找新聞線索」五個題項構成，可解釋10.89%的變異量。將第二

個因數命名為「互動推廣」，分別由「在論壇或博客轉貼、推廣自己的報

導」、「在社交網站轉貼、推廣自己的報導」、「在網路上就自己的報導

跟線民進行交流」、「使用社交網站來擴大人際網路」、「使用博客或微

博來擴大人際網路」、「使用個人社交平台（微博、博客）來跟受眾互

動」、「使用所在媒體提供的電子郵件或社交平台（微博、博客）與受眾

互動」、「在網路上閱讀關於自己報導的評論」和「使用社交網站（或博

客、推特）上一般受眾（非新聞同行）所提供的新聞素材」九個題項構

成，可解釋44.35%的變異量。第三個因數命名為「網路翻牆」，由「翻

牆在境外網站發佈報導相關資訊」和「翻牆流覽被禁網站的資訊」2個題

項構成，可解釋6.82%的變異量（張志安、張京京、林功成，2014）。

因數分析結果顯示如下：

表二 互聯網使用技能因數分析與歸類

因數一 

互動推廣

因數二 

資訊獲取

因數二 

資訊獲取

在社交網站轉帖，推廣自己的報導  .80  .13  .20

在論壇或博客轉帖，推廣自己的報導  .82  .13  .21

使用博客或微博來擴大人際網路  .72  .30  .05

使用社交網站來擴大人際網路  .74  .27  .16

在網路上閱讀關於自己報導的評論  .62  .34  .04

在網路上就自己的報導跟線民進行交流  .75  .14  .26

使用個人社交平台（微博、博客）來跟受眾 

進行互動
 .71  .20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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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數一 

互動推廣

因數二 

資訊獲取

因數二 

資訊獲取

使用媒體提供的電子郵件或社交平台 

（微博、博客）與受眾互動
 .65  .13  .33

使用社交網站（博客、推特）上一般受眾所 

提供的新聞素材
 .57  .31  .44

使用網路論壇或博客來尋找新聞線索  .30  .69  .11

使用社交網站來尋找新聞線索  .43  .55  .21

使用從業者聊天群尋找新聞線索  .39  .55  .11

使用搜索引擎來獲取跟報導相關的數據  .12  .82 -.01

使用網路資料庫查找報導背景資料  .06  .77  .05

翻牆流覽被禁網站的資訊  .23  .12  .83

翻牆在境外網站發佈報導相關資訊  .23  .00  .87

注：使用eigenvalue =1的標準，採用最大方差法（varimax）旋轉計算方式，運算出3個因數，

累計解釋了62.06%的方差。 

為了進一步深入探究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的個體特徵變數（媒介角

色認知+互聯網使用技能）對工作自主性的綜合影響，本項研究在控制

學歷、性別、收入、職務等人口變數的基礎上，分別以媒介角色認知

的四個因數和互聯網使用技能的三個因數為自變量，以新聞從業者的

整體工作自主性、新聞選題自主性和報導角度自主性為因變量進行迴

歸分析，統計結果顯示如下：

表三 新聞從業者個體特徵變數——工作自主性迴歸分析表

整體工作自主性 新聞選題自主性 報導角度自主性

人口變數      

學歷 -.02    .06*      .06**

性別 -.01 -.02 -.03

收入        .11***        .12***         .13***

職務  .02  .04  .03

個體特徵變數

媒介角色認知      

監督與影響         .10***  .03  .04

宣傳與動員 -.04   -.06*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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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工作自主性 新聞選題自主性 報導角度自主性

服務與娛樂  .01     .07*      .06*

提供資訊   .00     .05*        .08**

互聯網使用技能      

互動推廣    .07*   -.01  -.05

獲取資訊    .06*       .08**        .09**

網路翻牆   -.07*       -.10***       -.08**

F 6.55  7.64  9.73

Adjusted R
2

       .03***         .04***          .05***

注：表格內的數位為迴歸標準係數beta，*表示p < .05  **表示p < .01  ***表示p < .001

當下新媒體作為一種技術形態，其影響力主要體現在對人們觀念

和意識的影響上，正如傳播學大師曼紐爾 .卡斯特爾（Maneul Castells）

指出 ,「縱觀歷史，資訊和傳播都是權力鬥爭，控制和社會變化的根本

資源，因為社會中最基本的鬥爭就是發生在人們頭腦之中的鬥爭」

（Maneul, 2007, pp. 238–266）。

迴歸模型顯示，在控制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個體特徵變數共變性

影響的基礎上，新聞從業者的收入水準顯著預測了其整體工作自主

性、新聞選題自主性和報導角度自主性。這說明新聞從業者的收入水

準越高，那麼其對整體工作自主性、新聞選題自主性和報導角度自主

性的評價就越高。這一發現與國外研究成果相互印證，維沃與威爾海

特研究發現，薪資越高，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就越高（Weaver & 

Wilhoit, 1996）。一般說來，新聞從業者的收入水準越高，經濟條件越

好，就越不會在新聞生產實踐中患得患失，或焦灼或迷失於各種政經

關係中，而會更多地將關注的目光投放於自身的專業理想和職業精神

層面。換言之，新聞從業者的經濟收入越寬裕，越不需要「為稻粱謀」

或「為五鬥米而折腰」，那麼其在職業發展上就擁有更多的工作自主

性。反之，其工作自主空間則越小。2014年震驚大陸新聞界的陳永洲

和沈灝事件（均發生在南方報系），就是兩個欲開闢財源最終卻觸犯法

律紅線的報業新聞人為尋求經濟突破不惜鋌而走險的生動反例，其間

也反襯了當下大陸報業在政治和市場雙重高壓以及新媒體擠佔環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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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紅利不斷消減的囚徒困境。此外，在控制新聞從業者個體特徵變

數的基礎上，新聞從業者的學歷也較顯著地預測了其新聞選題自主性

和報導角度自主性。這說明如果新聞從業者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知識

面越廣，新媒體使用技術越嫺熟，那麼其越能夠在新聞選題和報導角

度層面突破傳統結構和政經體制的拘囿，通過靈活運用知識技能層面

的文化資本從而斬獲更多的工作自由。

迴歸模型顯示，在控制人口變數的基礎上，新聞從業者個體特徵

變數的媒介角色認知中的「監督與影響」因數顯著正向預測了大陸報業

新聞從業者的整體工作自主性，「預測係數為beta = .10***」。即在新媒

體環境下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的媒介角色認知越傾向於去「監督與影

響」時，其對工作自主性的評價就越高。這個研究發現得到了國內研究

成果的部分支持，陸曄（2003）針對上海地區新聞從業者的調查研究發

現，從業者「工作自主程度」的自我評價與對「輿論監督」的重要性評價

顯著正相關，「相關係數為 r = .10*」。這兩個研究發現互相支持，互相

補充，蘊含着雙重複雜的突破意涵：一方面，越傾向於踐行「監督和影

響」的報業新聞人，越可能有改變現實的欲望和意願，因而其對工作自

主性的評價就越高；另一方面，對工作自主性評價越高的新聞從業

者，越傾向於去影響和監督社會，因而其對輿論監督功能的重要性評

價也越高。此外，媒介角色認知中的「宣傳與動員」因數較為顯著地負

向預測了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的新聞選題自主性和報導角度自主性，

「預測係數分別為beta = -.06*，beta = -.06*」。這說明當大陸報業新聞

從業者的媒介角色認知越傾向於去「宣傳與動員」時，新聞從業者對新

聞選題和報導角度自主性的評價就越低。當下「弘揚主旋律」、「解讀中

國夢」、「講好中國故事」等官方威權的宣導性話語以及維穩方針指導下

「多栽花、少栽刺」的各種宣傳管理策略，無疑都在昭示中國報業必須

承載的意識形態功能和政治教化使命。研究發現也從側面映射了新媒

體環境下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依然深受宣傳體制的拘囿，「帶着鐐銬起

舞」的生存狀態。再次，媒介角色認知中的「服務與娛樂」及「提供資訊」

因數較為顯著地正向預測了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的新聞選題自主性和報

導角度自主性，「預測係數分別為beta = .07*，beta = .06*，beta = .05*， 

beta = .08**」。即當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的媒介角色認知越傾向於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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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與娛樂」及「提供資訊」時，其對新聞選題和報導角度自主性的評

價就越高。這說明大陸報業新聞的市場化功能（提供資訊、服務與娛

樂）突破了完全政治導向下的封閉生產空間，一定程度上給予了報業新

聞人隱性抗爭和顯性突破的潛能，進而能夠為個體的自主性生產和專

業性實踐開闢新的道路和空間。

迴歸模型還顯示，在控制人口變數的基礎上，新聞從業者個體特

徵變數的互聯網使用技能中的「互動推廣」因數較為顯著地正向預測了

新聞從業者的整體工作自主性，「預測係數為beta = .07*」。這說明大陸

報業新聞從業者如果越善於利用網路來加強與受眾互動、擴大社交或

推廣自己的報導，那麼其對整體工作自主性的評價就越高。互聯網使

用技能的「獲取資訊」因數較為顯著地正向預測了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

的整體工作自主性、新聞選題自主性和報導角度自主性 ,「預測係數分

別為beta = .06*，beta = .08**，beta = .09**」。這說明大陸報業新聞從

業者如果越善於利用搜尋引擎、網路資料庫、網路論壇或博客、社交

網站、從業者聊天群來獲取新聞線索或背景資料，那麼其對整體工作

自主性、新聞選題自主性和報導角度自主性的評價就越高。互聯網使

用技能的「網路翻牆」因數較為顯著地負向預測了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

的整體工作自主性、新聞選題自主性和報導角度自主性 ,「預測係數分

別為beta = -.07*，beta = -.10***，beta = -.08**」。這說明大陸報業新

聞從業者如果越善於利用網路翻牆技術來流覽境外資訊或在境外網站

發佈報導資訊，那麼其對整體工作自主性、新聞選題自主性和報導角

度自主性的評價就越低。

誠然，互聯網使用技能對於大陸報業新聞人的生產實踐和	业自主

來說是一把雙刃劍。技術對於媒介的影響不僅在於提高效能和生產

率，更重要的是改變或加強了權力的特定形式，這正是蘭登 .溫納

（Langdon Winner）指出的技術的政治內涵（Langdon, 1986），這種政治

內涵通常表現為集權主義和解放自由兩種潛能（Lewis, 1964）。一方

面，互聯網的技術力量促進了資訊的自由流動，開闢了一定的社會公

共領域，進而給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的新聞理想和專業自覺提供了生

存的土壤和發酵的空間；另一方面，網路的「自淨化」功能帶來了意見

的碎片化和極化現象，網路技術又不期然增強了話語霸權和資訊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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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於是，人們寄予新媒體技術所帶來的民主、自由和改革的希冀

或將在技術話語霸權的強勢監管下被消解成一地雞毛。誠如本項研究

所示，儘管新媒體技術給予了新聞從業者參與自主實踐的多種可能，

然在具體的新聞生產情境中，由「資訊技術的賦權」帶來的創新突破語

境或將被由「民主參與的幻象」帶來的霸權監管語境所消解，現實情境

中這兩種語境往往交織疊加在一起，因時因事而此消彼長，互為支持

或互為掣肘，共同對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空間實施着累加

或突變的影響。

綜上所述，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受到了來自個體特

徵層面不同變數之間的能動的多維影響。在實際的新聞生產場景中，

這些影響因素往往滲透交錯，綿密交織在一起，它們共同型塑了新聞

從業者的工作生態和報導常規，並內生性地、漸進性地推動和影響着

新聞從業者的新聞生產策略和工作自主情狀。

  圖一 中國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影響因素網狀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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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既往的新聞從業者研究沒有對「行動者」的個體特徵變數給予足夠

的關注，這種方法論的缺失間接導致了新聞從業者研究領域中理論的

貧困和經驗的貧乏。目前關於新媒體技術與新聞從業者的交叉研究主

要集中在新聞從業者對互聯網的採納和使用方面（周裕瓊，2004），可

以說，國際學術界對於新媒體環境下新聞從業者的個體特徵變數與其

工作自主性之間相關關係的研究還處於起步階段，本文通過實證研究

增進了我們對新媒體環境下個體特徵變數是否以及如何影響新聞從業

者工作自主性的多維理解。通過定量的統計方法，本文較為系統地分

析了中國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的調查資料，研究發現，當下大陸報業

新聞從業者對工作自主性的滿意程度略有下降。在控制人口變數的基

礎上，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個體特徵變數中的媒介角色認知與互聯網

使用技能均顯著地預測了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在實際的新聞生

產情境中，來自從業者個體特徵層面的不同影響因素滲透交錯，綿密

交織在一起，它們共同型塑了新聞從業者的工作生態和報導常規。此

外，研究還揭示，在互聯網時代，新媒體技術已然成為大陸報業新聞

從業者生產實踐的結構性力量和變革性因素，它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了

技術使用者隱性抗爭和顯性突破的自主潛能。同時，本研究也進一步

豐富和提升了媒介社會學的經驗基礎和理論內涵。

本研究將新媒體環境引入到結構分析框架中能夠幫助我們更加充分

地理解大陸報業新聞人在面對政經結構的鉗制和互聯網技術的衝擊下所

面臨的兩難困境。本項研究所得出的一個貌似矛盾的結論是：在新媒

體語境下，一方面，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對工作自主性的整體評價略有

下降；另一方面，當大陸報業新聞人越傾向於去「監督和影響」、「服務

與娛樂」或「提供資訊」時，其對工作自主性的評價就越高。若把這兩個

研究發現疊加在一起似乎就隱含了邏輯上的一個因果悖論。既然當下

的新媒體語境能夠給大陸報業新聞人提供更多的新聞線索和傳輸管道，

開闢出更多的互動和推廣平台，有利於報人更好地去踐行「監督和影

響」、「服務與娛樂」及「提供資訊」的社會角色與功能，那麼為何大陸報

業新聞從業者對工作自主性的整體評價反而有所下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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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分析悖論出現的主要原因在於：其一，當下大陸當局強化

了對傳媒意識形態的管控，為打贏意識形態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最

高領導層多次提出要爭奪話語權和主動權，掌握輿論制高點。誠如習

近平總書記在8．19講話中所述，「我們必須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

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時候都不能旁落，否則就

要犯無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人民日報》，2013：1）。繼此之後，各

大報業媒體紛紛表達了捍衛主流意識形態的決心。於是，在高度統一

報導口徑的宣傳管制下，大陸報業內部自我審查嚴重。尤其「在爭議性

事件中，等政府定性之後，依據官方通報或中央媒體進行報導，是大

陸媒體避免口徑失誤的常規做法（routine）。抱着「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的信條，大多數媒體僅能在標題和導語上發揮有限的自主性」（周裕

瓊、齊發鵬，2014：63）。與此同時，大陸國新辦、工信部和公安部三

大互聯網監管機構進一步強化了對網路資訊內容的監管力度，國家強

勢介入互聯網治理客觀上導致了新媒體技術開闢的个体自主空間被大

大壓縮。「理想總是豐滿的，而現實卻是骨感的」，橫亙在大陸報業新

聞人面前的依然是一條新聞專業主義理想和黨國意識形態控制之間的

溝渠。其二，基於樣本介紹我們可以得知，目前絕大多數大陸報業新

聞從業者擁有大專或大專以上學歷，15.4%的擁有碩士、博士學位。由

此可見，大陸報業新聞人的受教育程度頗高，眾所周知，個體的受教

育程度與其新媒體使用技能高度正相關。故此本研究推斷，普遍接受

過高等教育的大陸報業新聞人能夠熟練地掌握新媒體技術，能夠自如

地流覽國外網站以及在國外網站張貼、推廣自己的報導。但是，由於

傳統威權國家和現代化民主國家的媒介體制截然不同，新聞自由亦有

不同呈現，故比較視野下容易滋生大陸報業新聞人的悲觀消極心態，

這種心態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大陸報業新聞人對工作自主性的整體評

價。誠如大陸學者所言，在方便了表達的同時，互聯網也方便了監

控，因此它無法振興民主，更不能阻止大家對政治的冷漠（胡翼青，
2014）。以上兩點大致可以解釋新媒體環境下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對工

作自主性的整體評價有所下降的原因。

最後，本項研究並非沒有局限。首先，抽樣方式限制了本文描述

性發現的推廣範圍。由於資源的限制，本研究的調查樣本未能做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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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蓋。由於本次調查主要採取的是非隨機抽樣的方法，故抽取的樣本

難免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如果能夠獲取大陸報業新聞從業者的全樣本

資料，那麼研究結論就會具有更強的經驗基礎和預測能力。其次，在

變數的選取和指標的設計方面依然還存在可以改進的空間。比如在被

解釋變數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測量體系的架構上，國內外學者的關

注視野和研究旨趣就有所不同。國外研究者比較關注新聞從業者在採

制過程中的自主性表現，故而喜歡從新聞題材和報導重點等生產常規

角度來建構量表切入研究（Tunstall, 1971; Weaver & Wilhoit, 1986, 

1996）；港台研究者更加注重採訪和發稿環節的自主程度，故習慣從採

訪自主權和發稿自主權等報導常規角度來建立測量指標（華英惠，
1992）；大陸研究者則傾向於採取過程導向的視角，關注整個產制流程

中新聞從業者自主性的不同表現，故而習慣從確定選題、採制過程、

發稿這三個維度建構量表來進行研究（陸曄，2004）。為了確保測量體

系的完整性和邏輯轉換的一致性，本項研究依然沿用了國外學者現有

的測量指標體系來建構工作自主性量表（Weaver & Wilhoit, 1986, 

1996），當然，未來研究還有待尋求更加本土化和精確化的測量指標和

體系。此外，在對解釋變數（個體特徵變數）的選取上，建議今後的研

究還可以增加新聞從業者的人際關係 /社會資本（強關係 /弱關係）這個

測量維度。因為在人際關係上，既有研究發現，在正式的組織中，地

位愈高、與編輯互動愈頻繁的記者，擁有越大的自主權（Tunstall, 

1971）。一般說來，人際關係包括在現實社交中構建的真實人際關係和

在網路互動中構建的虛擬人際關係，而在社交媒體被新聞從業者廣泛

運用的今天，這些人際關係往往是線上線下頻密互動並同步相連的，

它們共同塑构了新媒體環境下新聞從業者人際交往中各種社會資本的

強弱聯接。故此，本研究認為，通過線上線下互動建構的人際關係 /社

會資本或將成為新媒體環境預測新聞從業者工作自主性的下一個關鍵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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