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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ointed out that in this new era the 
main contradiction of our society is between the people’s growing need for a better life and the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In this era, information is equal to wealth, and the core 
of many social problems lies in the presentation of asymmetric information imbalances. The ap-
pearance of the reversal of public opinions, such as “Chengdu female driver being beaten” 
“self-filming on operating table”, caused a crisis of social trust. This article embarks from the field 
of news media, and discusses how to narrow the information gap and promote social information 
fairnes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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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讲话中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个信息即财富的时代，许多社会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各类信息不对称不平

衡的呈现，“成都女司机被打事件”“手术台自拍事件”等社会舆论反转现象的出现，更是引发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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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危机。本文从新闻传媒领域出发，探讨在信息时代，如何缩小人们之间的信息鸿沟，促进社会信息

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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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息不对称的概念 

1.1. 信息不对称的概念 

信息不对称的概念最早由阿克勒夫于 1970 年在《柠檬市场》一文中提出，市场上信息的主动权通常

在卖者手中[1]。同样，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环境下，企业经营者比投资者更了解企业信息，因此企业经

营者相对而言更占据优势地位[2]。 
简而言之，信息不对称是指在交易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所掌握的信息各有不同，在社会政治、经济

等活动中，有一部分人对信息的掌握程度相对较大，占据社会信息的主动权，由此造成信息的不对称。 

1.2. 信息不对称在新闻传播领域的表现 

基于传播系统，我们可以将信息不对称理论转化为“信源与信宿之间在信息本体以及信息量上的差

异化，是信息分布在信源与信宿之间的一种不平衡状态”[3]。新闻传播的过程是由传播者和受众双方的

互动构建的，是指传播者在向受众传递新闻信息的同时也接收其受众的反馈。但在传受双方循环往复的

过程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 

1.2.1. 新闻报道与客观事实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在新闻记者将报道呈现给受众之前，需要完成两件事情：第一，收集报道事件的相关信息，确认其

信息的真实性；第二，将信息进行编码形成传播符号，进行发表。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新闻媒体虽然

可以通过各种努力收集关于事实的各种信息，但大部分新闻记者本身并不是事件的当事人，对于事实信

息的掌握仅仅只是一小部分，其新闻与事实之间的信息往往有一定差距。以“手术台自拍”事件[4]1 为例，

新闻记者并不是事件当事人，也并不在事件发生的第一现场，所报道的事件仅仅凭借的是一张照片，这

导致报道与其事实差距较大，在给其医院造成的不可挽回的损失的同时，也是对受众信任的一次消费。 
其次，新闻稿件在发表出去之前，会受到新闻记者选稿角度、文字编码、传播技术等因素的影响，

导致扭曲事件真相，造成新的信息不对称。以“深圳四胞胎事件”[5]2 为例，报道中隐瞒了其家庭中父亲

“两面人”的形象，导致其报道不实，造成其舆论反弹。 

1.2.2. 新闻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平衡媒体和受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新闻传播活动的主要目的[6]。在传播的过程中，由于媒体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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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4 年 8 月 15 日，西安市凤城医院的医生完成手术后在手术台上自拍的事件。自拍照片于 2014 年 12 月 21 日被网友微博爆料，

后被网友大量转载，引发热议。后经病人证实，知道医生拍照，自己也同意了。 
22017 年 4 月下旬，人民日报一条称赞四胞胎男孩“懂事有才”的微博引发网友关注。这四个小男孩和他们的故事感动了无数电视

和网络观众，同时给他们父母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但在 16 年所参加的电视节目《暖暖的新家》中有热心网友查出四胞胎的父亲是

一个重男轻女，并且在微博发表了大量非理性言论的“两面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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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受众而言其信息渠道广阔，可以掌握较多的事实信息，但它所传达出去的信息都需要根据其自身所选

取的稿件角度进行调整的，所以受众所接收的新闻报道有时只是事实信息的一部分，并不能完全客观真

实地反映事实本身。由于新媒体的冲击，部分新闻记者过度追求时效性，导致其事件调查不够彻底，产

生谣言，引发社会危机。2006 年 5 月 9 日《重庆晚报》刊登了一篇《渝大女生成南大形象大使》的文章

在社会上造成极其热烈的反响，但由于记者对其事件信息进行过度加工，被南开大学指出报道存在多处

信息失实，造成报道失实，形成舆论反转。 
其次，媒体需要通过受众的反馈信息了解受众的需求，从而对自己调整自己的报道角度和报道内容。

但是，媒体不可能完全掌握其受众的信息，这也导致了受众和媒体之间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在“红黄蓝”

幼儿园虐童案件[7]3 案件中，媒体所报道的内容与受众所想要知道的内容存在一定的偏差，这促使大量谣

言被不明真相的网友不断转发评论，这种媒体与受众之间信息的不对称，使媒体不利于引导舆论，缓解

群众情绪。 

2. 信息不对称的成因 

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现象普遍存在，导致信息不对称的因素有即有其传播者的主观能

动性导致，也有其社会环境、受众的媒介素养等多方面的原因。 

2.1. 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和新闻传播者的主观能动性 

客观世界是复杂多变的，其信息量相对于媒体所报道的信息而言要大很多，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

识需要通过不断地学习获取。客观、真实、全面、公正是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

新闻记者并不是事件的经历者和目击者，他们只能够通过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回忆和转述来收集事件信息，

并对信息进行重新整理，还原事实真相。但这些信息属于间接信息，记者并不能保证所还原的事实及其

细节与事件真相分毫不差。 
新闻传播活动由于是人所组成的社会活动，其本身也具有极强的主观性，不论是事实的选择还是信

息的编码都与媒体本身的定位有关[8]。由于新闻工作者的素质良莠不齐，容易出现“有闻必录”、“有

偿新闻”、“有偿不闻”等现象的出现，也是其信息不对称现象频出的原因之一，甚至极有可能导致新

闻信息市场混乱，引发社会危机。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案[9]4 在这一事件中，由于陈永洲违背其记者职业道

德，报道虚假新闻，造成民众恐慌，就是其典型代表。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多元融合的社会，各个民族的地域文化都有其特色。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生活

的受众极易根据自身的喜好对新闻内容进行选择性接收和理解[10]，从而导致对新闻信息的理解出现偏

差。因此，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传播者要选择“接地气”的报道方式，否则极易出现传播过程中的信息

不对称的现象。 

2.2. 地方政府利用贿赂、转移视线等手段将部分事实进行隐瞒 

政府作为工作报告、相关政策等新闻信息的主要发布者之一，也成为了新闻信息的“把关人”。但

有些地方政府为提高工作业绩，维护政府形象，会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由，将对其不利的信息通过贿

赂、隐瞒等手段进行处理。 
有些地方政府在遇到突发事件时，第一时间所采取的措施是转移公众视线，通过捏造虚假信息等方

 

 

32017 年 11 月 22 日晚开始，有十余名幼儿家长反映北京市朝阳区管庄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国际小二班的幼儿遭遇老师扎针、

喂不明白色药片，并提供孩子身上多个针眼的照片。其编造“老虎团”人员集体猥亵幼儿虚假信息的刘某被依法行政拘留。 
4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受利益驱使在 2012 年 9 月 26 日到 2013 年 6 月 1 日期间，通过伪造发表 10 篇有关中联重科“利润虚增”、“利

益输送”、“畸形营销”及涉嫌造假等一系列批评性报道，导致股市动荡，广大股民都受到其利益损失。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8.73051


张静怡 
 

 

DOI: 10.12677/ass.2018.73051 319 社会科学前沿 
 

式，将“坏消息”变成“好消息”，夸大其政绩，使媒体所获得的信息出现严重扭曲。以“瓮安事件”

[11]5 为例，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工程，隐瞒其事实，导致群情激愤，导致了暴力事件的出现。而在如今信

息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政府“不动声色”的处理方式只能加大群众的猜疑，滋生谣言。 

2.3. 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形成“信息茧房” 

由于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人工智能在新闻生产领域的运用，使新闻素材的来源更加广泛。“机器

人写作”、“沉浸式新闻”等形式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新闻播报方式。算法作为人工智能的基础，在

新闻传播领域影响极大。算法可以利用自身特有的数据库，对信息进行即时抓取，并通过对于用户习惯

的收集，将事实信息进行智能化的整合与加工，产生一套针对于该受众个人兴趣的内容，极大的满足了

受众对于信息的个性化需求。 
但是，个性化的推送服务也导致了受众身处在“信息茧房”[12]之中而不自知。由于受众只能够接收

到满足自身偏好而设定的内容，导致对于事件其他的相关信息一无所知。这种个性化的推送使得人们虽

然满足于对各类信息进行接收，但却逐渐失去了对事件真相的探索能力和对于信息真假的批判能力，误

以为所有媒体提供的信息都是真实可靠的，导致信息不对称现象的产生。 

3. 措施 

陈卫星教授在《传播的观念》中提出信息的自由流通和有序管理是秩序产生的前提，只有这样才能

形成有利于矛盾转化的双向反馈通道[13]。而实现信息自由流通前提在于全面而真实的收集信息，呈现信

息，传播信息，减少信息鸿沟，促进公共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使信息为全社会所共享，提高社会治理

的透明度，增强群众对于政府部门的信任感。 

3.1. 政府要及时进行信息公开，促进其信息的自由流通 

2017 年，习近平在十九大上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是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4]。现阶段，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阶段，在社会突发事件爆发后，受众、

媒体以及政府三者之间经常会因为信息的不对称导致受众听信谣言。尤其是在自媒体时代，其事件会以

更为复杂的信息互动模式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场，给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政府管理稍有不慎，就会使

受众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 
社会公共事件的突发性直接决定了政府行动具有较强的应急特征[15]。政府能否在事件爆发的初期积

极采取行动，受到社会公众广泛的关注，它不应以漫长而专业的司法审判过程为由进行回避。政府应该

以积极的姿态，掌握对于稳定事态发展和引导舆论的主动权。由于在民众眼中刻意拖延甚至隐瞒其调查

行动和案情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欲盖弥彰”。所以，政府应针对性的成立专项领导小组对事件进行调

查，对于小组成员明确其调查职责，并及时公布事件的相应调查进度。 
其次，政府应向社会公众公开承诺处理事件的时间期限[16]，让群众能够对于政府的行动有清晰的认

识，加强群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感，避免事态激化。最后，政府通过加强建设政府官网和政务微博微信等

信息互动平台，构建好回应式的信息传播机制，适时收集社会对于事件的舆论和公众的信息需求，通过

其应信息互动平台向社会公众及时公布相应信息，用切实的行动来换取公众的信任。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 2007 年签署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要求政府要利用大

 

 

5贵州省瓮安县城 2008 年 6 月 28 日下午发生一起围攻政府部门的打砸烧事件。据当地警方介绍，6 月 28 日下午，一些人因对瓮安

县公安局对该县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贵州瓮安事件程中，一些

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等 160 多间办公室、42 辆警车等交通工

具被烧毁，150 余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1600 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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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媒体，找到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平衡点[17]，创建一个良好的信息沟通平台，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政府

信息的公开有助于公众了解事件的真相，进一步消除因为各种谣言可能带来的社会公众情绪的激化，有

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3.2. 媒体需要承担其相应的社会责任，提高新闻工作者的整体素质，做好信息平衡工作 

新闻传播者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报道事实真相来平衡受众与政府、媒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增

强公众对于社会的信任感，维护社会和谐[18]。媒体是否能将事实真实地传递给受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新闻传播者的职业素养，这也要求新闻工作者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减少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

现象，成为对社会负责的协调者、平衡者[19]。因此，提高新闻传播者的素质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要提高新闻传播者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能力，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加强传媒人的职业道

德，这是保证新闻真实性的前提和基础。其次，随着传播科技的发展，新闻传播者要做“全才”。要从

源头抓起，加强高校对于新闻人才的培养，通过开设一系列的采写编评课程锻炼新闻记者的文字写作能

力，通过开设新媒体技术相关的实际操作课程，提高其综合运用各种传播技术的能力。 

3.3. 构建良好的信息传播渠道，通过多种传播形式让公众了解其相关信息 

当前，新闻媒体与社会公众在参与政府对于突发事件处理上仍然存在许多约束条件[20]。事实上，在

社会公共突发事件中，缩小传受双方之间信息鸿沟，获得公众对政府充分信任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邀请

独立的外部监督主体参与到事件中来。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多样化的传播途径拓宽了受众对于事件信息

的接收渠道[21]，新闻直播、短视频、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为减少新闻传播中的信息不对称提供了条件的

同时，也使事件本身在受众眼中更加立体真实。 
因此，政府应积极邀请中立的第三方组织参与事件的调查取证[17]，及时通过政务微博、微信等平台

对外公布调查结果，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受众对于事件产生的理解误差，并对因突发事件而散播的

流言蜚语进行有效的治理和防控，让社会公众能够在拥有真实完整的信息之后，对于事件真相进行客观

的评价。 

3.4. 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避免社会民众“情绪化”的价值判断 

受众对于媒体信息的识别是受众必须具备的媒介素养之一[6]。在传播过程中，社会舆论极易受到“意

见领袖”的暗示和催化，使受众陷入“沉默螺旋”之中，导致自我认知判断的“简单化”和“情绪化”。 
因此，受众要学会利用多媒体平台，将所关注事件的相关视频、图片、音频等内容作为报道的补充，

将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权威媒体的报道与网络媒体的报道进行对比，从而识别、判断和分析信息的真伪，

获取真实、全面的新闻信息。其次受众要通过不断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增强自身对于事件的认识和分

析能力，减少应个人偏好而产生的理解误差。 

4. 结语 

在众媒时代，每个人都处在信息洪流之中，但是在信息爆炸的年代背后所隐藏的是公众的“信息贫

瘠”，以及因辨识能力有限和无法捕捉有用信息时产生的困惑。只有通过构建媒体、政府、公众三者之

间和谐有序、双向沟通的良性互动关系，才能最大限度地缩小信息鸿沟，满足公众迫切了解事实的愿望，

维护公众的知情权，促进社会信息公平，更好地实现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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