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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smog weather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and has become a hot issue of concern. In 2015, a documentary about the smog investigation 
report—Chai Jing’s “Under the Dome” burst into the public, which led people to think about the 
effects of smog and how to prevent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p-level desig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increased its publicity efforts to address the public’s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issued appropriate response policies and measures. At the same time, the media 
has gradually participated in the “rejection of smog”. This paper takes “people.cn” and “ifeng.com” 
as the source of the survey, and uses “Beijing smog” as the key word to search for the news about 
“Beijing smog” in 2016, then it compares and analyzes five aspects of the news related to “Beijing 
smog” as the research sample, which are the source of the news, the content of the report, the 
genre of the report, the number of reports, and the bias of the report. The purpose of the paper is 
to sort out the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websites in such reports and to 
present a feasibility opinion on such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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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工业化进程的发展，雾霾天气逐渐严重，并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2015年由柴静执导

的一部关于雾霾调查报道的纪录片——《穹顶之下》，突然闯入大众视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雾霾

带来的影响以及防治方法。政府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加大环境保护理念的宣传力度，同时推出适宜的应

对政策与措施，而媒体也逐渐参与到“全民抗霾”的行动中。本文以《人民网》和《凤凰网》两个网站

为研究对象，以“北京雾霾”为关键词，搜索出两个网站在2016年关于“北京雾霾”的新闻报道，并以

词为研究样本，从消息来源、报道内容、报道体裁、报道数量、报道偏向五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目的

是梳理出两个网站在此类报道中的共性及差异性并在文章的最后提出关于此类报道的可行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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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的空气污染问题日益凸显。2006 年雾霾报道开始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民众对雾霾

的重视可以追溯到 2011 年 10 月底，美国驻华大使馆与北京市环保局发布的“关于北京地区空气质量监

测数据”，其中巨大的差异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议论及媒体的争相报道。“PM2.5”这个科技新词，也在

这一时期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2015 年 2 月，柴静发布了一部关于雾霾调查报道的纪录片——《穹顶之

下》，它的出现在互联网上掀起了舆论狂潮，将公众对于雾霾的认知带入到一个新的层次。 
《人民网》是我国的官方媒体，而《凤凰网》作为商业媒体的力量同样不容小觑，两份性质不同的

报纸，对于同一题材的报道必然会存在差异。《人民网》和《凤凰网》两网中，记者所属立场不同，在

同一事件中，对于材料的选择、消息来源的取向以及陈述用词的使用可能呈现完全不同的信息；针对雾

霾报道，两网记者也会深受不同的办报方针等因素的影响，对该事件采用不同的新闻框架，而使得民众

对事件的认知受到媒体意识形态的影响[1]。 

2. 样本选择与类目架构 

2.1. 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两家媒体网站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对雾霾报道的异同点。《人民网》作

为我国官方网站，隶属于人民日报社，与《人民日报》同属于国家重点新闻网站的排头兵。《凤凰网》

属于商业化媒体，隶属于凤凰卫视传媒集团，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门户网站之一，同时也是我国商业媒

体网站的代表，秉承着“中华情怀，全球视野，兼容开放，进步力量”的媒体理念。 
样本的选取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笔者在《人民网》和《凤凰网》主页利用

检索工具以“北京雾霾”为关键词对新闻标题进行搜索。搜索结果显示，《人民网》以“北京雾霾”为

标题的报道总数为 4152 篇，其中在样本选取时间段内的新闻总数为 99 篇，《凤凰网》以“北京雾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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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标题的报道总数为 45,739 篇，其中在样本选取时间段内的新闻总数为 244 篇。由于网络搜索的特殊性，

采样前已经人为剔除无效链接、与之不相关、重复、单独图片和视频类的报道。最终选取的样本总数为：

《人民网》72 篇，《凤凰网》182 篇，本文将以这 254 篇报道为样本进行雾霾新闻报道的相关分析研究。 

2.2. 类目架构 

前期通过对样本进行初步的研究，决定将从报道的数量、来源、体裁、内容、立场及偏向性，五方

面展开分析： 
1) 报道数量：2016 年一年的雾霾报道总数。 
2) 消息来源：① 自采；② 纸媒转载：报纸，杂志，期刊；③ 网站转载；④ 政府发布：政府各机

关及各部门，官方新闻发言人，任职官员；⑤ 通讯社；⑥港澳台及国外信息。 
3) 报道体裁：① 通讯：对雾霾天气的进行详细，深刻报道；② 消息：实时的新闻报道；③ 深度

报道：对当前雾霾天气的深度解读；④ 评论：对当下天气状况发表意见以指导实践；⑤ 专访：单独对

某位学者，专家的采访。 
4) 报道内容：① 行业信息发布：相关行业的的发展情况，应对措施等；② 政策法规：政策的颁布

与调整，法规的出台；③ 知识科普：专家学者对雾霾知识的答疑解惑；④ 天气监测及影响：监测雾霾

天气的发展状况，规律以及雾霾天气对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⑤ 防护与治理：防护方式，雾霾的治理

方法及措施；⑥ 其他。 
5) 报道立场及偏向性：① 正面；② 中立；③ 负面。 

3. 《人民网》与《凤凰网》关于雾霾新闻报道的数据描述 

3.1. 报道数量 

本研究以两网 2016 全年“北京雾霾”为关键词的新闻报道为样本，总数为 343 篇，剔除无关新闻，

最终选取《人民网》72 篇，《凤凰网》182 篇进行比较统计，雾霾常集中发生在冬春两季，笔者在统计

过程中发现，报道的数量年末年初与年中报道状况有较大差异，以季度为单位的划分则可以清楚了解不

同时间网站对“北京雾霾”的报道状况。按照以上标准，通过 word 制作出以下的条形和扇形统计图，条

形图可以直观的反映出新闻报道不同阶段报两网报道数量的差异及数量变化，扇形图则可以更加了解网

站在不同时间段新闻报道的所占比重。 
从图 1 可以看出，报道总量《凤凰网》明显高于《人民网》，雾霾新闻报道整体均呈现为“U”型，

报道主要集中在第四季度，其次是第一季度其中二三季度报道较少。根据图 2、图 3 发现，第一季度和第

四季度雾霾新闻的报道总量分别占全年报道总量的 95%和 92%。二三季度总和仅占全年总数的 5%和 8%，

这与北京地区及周边在冬季由于取暖需要大量燃煤，加之冬天北方降雨较少，导致空气中的粉尘大量聚集，

不易消散，形成严重雾霾天气有关，从而引起媒体的短时间持续性报道。同时每年的一、二月份正值中国

春节，民众返乡回家对年，增加对天气的关注程度，从而媒体对这类报道的重视程度也随之增强。 

3.2. 消息来源 

从图 4 中看出，《人民网》消息来源中纸媒转载比重最大，其后分别为网络转载、自采、通讯社、

政府发布以及港澳台及国外地区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6 年一年中《人民网》并未报道港澳台及国

外地区对北京雾霾的看法或观点。除此之外，《人民网》的消息来源较为广泛，均衡。 
《凤凰网》对网站转载的依赖程度较大，达 128 篇，在政府发布、自采、通讯社方面全年总数为 2

篇、2 篇、1 篇，总占比仅为 3%。消息来源较为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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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Report statistics 
图 1. 报道数量统计 

 

 
Figure 2. people.cn 
图 2. 人民网  

 

 
Figure 3. ifeng.com 
图 3. 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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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Source statistics 
图 4. 消息来源统计 

 
相比之下，可以看出，两网中通过纸媒，网络转载的比重超过全年报道总数的 50%，其中《凤凰网》

则达到了 92%。在官方信息的报道方面，自采方面《人民网》明显高于《凤凰网》。在港澳台及国外地

区信息的报道方面，《凤凰网》则高于《人民网》。 

3.3. 报道体裁 

从图 5~7 中可以看出，《人民网》在报道体裁上占比最多的是消息和通讯，分别占比 47%和 28%，

《凤凰网》在报道体裁上占比分别为：消息 58%、通讯 30%、深度报道 10%、评论 2%、专访 0%。 
两个网站在报道体裁上差异并不明显。消息均占最大比重，其优势可以让受众在第一时间知当下的

天气状况。其次是通讯，让受众可以更进一步的去全面了解雾霾天气。 
深度报道、评论、专访的比重在两网中共占比均不超过 30%，在深度报道和专访方面，《人民网》

有四篇，远远高于《凤凰网》的零篇，《凤凰网》在评论方面略高于《人民网》。 

3.4. 报道内容 

根据图 8~10，《人民网》倾向于报道天气监测及影响、防护与治理、政策法规，分别为 33 篇，13
篇，12 篇。《凤凰网》则倾向于报道天气监测与影响、防护与治理、知识科普，分别为 104 篇，40 篇，

16 篇。 
天气监测和报道，防护与治理两个方面依旧是雾霾新闻报道的主流，两网分别占比 46%，18%和 57%

和 22%，《凤凰网》报道比重高于《人民网》。笔者在统计数据过程中，粗略观察两网的报道内容，PM2.5
的监测数据的发布占很大比重。 

治理和管理办法的出台和报道，可以约束企业和民众在生活中的行为，注重环境的保护，也可以让

民众看到政府对此做出的努力，增加人们对消除雾霾的信心。除此之外，《人民网》报道的新闻多以政

府为导向，《凤凰网》则是增加知识的科普，通过引用专家学者的观点，对当下天气问题进行解释分析，

可以更好的为民众服务。在行业信息发布和其他方面，两个网站的报道总量各自占报道总数的 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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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Report genre statistics 
图 5. 报道体裁统计 

 

 
Figure 6. people.cn 
图 6. 人民网  

 

 
Figure 7. ifeng.com 
图 7. 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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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Report content statistics 
图 8. 报道内容统计 

 

 
Figure 9. people.cn 
图 9. 人民网 

 

 
Figure 10. ifeng.com 
图 10. 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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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报道立场及偏向性 

新闻倾向性是指媒体在对新闻事件进行报道或者评述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思想、态度、立场等倾向，

同一新闻事件若代表不同的新闻倾向性，带给观众的感受也不相同[2]。两家媒体新闻报道多以客观公正

为主，其对雾霾的评价、认识、立场对于读者来说都起着导向作用。 
对于新闻立场，本文将分为三类：正面：指报道的整体方向积极向上，同时在报道或题目中多带有

褒义的单词或句子。如：2016 年 12 月 29 日——长城网——《雾霾天气更需多一份克制、谅解、温情》。

中立：指报道整体方向没有明确表达出特定情感，更多的是陈述当下的新闻事件本身。如：2016 年 2 月

4 日——凤凰资讯——《春节期间全国大部天气晴好，假期后期雨雪增多雾霾出现》。负面：指报道的

整体方向是对当下新闻事件的批判，以社会的负面现象为主。如：2016 年 11 月 3 日——中国网——《雾

霾又来，环保部：部分城市应急措施不合理》。 
分析图 11~13 可以发现，《人民网》和《凤凰网》对雾霾天气的报道态度以中立为主，篇幅分别为

63 篇，174 篇，占比均超过 80%。正面和负面的比重分别为 10%、3%和 2%、3%。《凤凰网》正面和负

面信息报道比重基本持平，占比较低。《人民网》正面报道的数量高于负面报道的数量。这一情形的出

现旨在重点凸显政府治理雾霾的决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民众自信心。 
 

 
Figure 11. Their position statistics 
图 11. 各自立场统计 

 

 
Figure 12. people.cn 
图 12. 人民网 

正面 中立 负面

人民网 7 63 2

凤凰网 3 174 5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10%

87%

3%

正面

中立

负面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8.77159


胡丽，王睿 
 

 

DOI: 10.12677/ass.2018.77159 1069 社会科学前沿 
 

 
Figure 13. ifeng.com 
图 13. 凤凰网 

 
在雾霾报道中，两家媒体对于负面新闻的报道所占比重最少，笔者进一步发现，两者的负面报道多

为对相关监管机构的质疑以及对社会现状的担忧。 

4. 《人民网》和《凤凰网》关于雾霾新闻报道的对比分析 

4.1. 《人民网》和《凤凰网》共性分析 

首先，在报道数量方面，两网均在第四季度集中报道，第一季度位列第二，其他月份的报道量相对

稀少。呈现了比较大的波动性，从报道的趋势来看，多以国家的重大节日、重大活动、重大会议作为报

道的驱动，缺乏持续的跟踪报道。 
其次，在消息来源方面，《人民网》和《凤凰网》依靠转载的比重都非常大，自采比重仅占一年报

道的 17%和 1%。从上述结果不难看出，两网作为新闻门户网站，更加注重新闻信息的全面化，注重各个

平台信息的汇聚，对某一社会热点事件或突发事件进行全方位的报道，全视角呈现在民众眼前。尽管每

个网站都有自己独立的采编团队，但由于时间或地域的关系，面于每天庞大的报道量，显然也是力不从

心的。为了满足网站的运营需要，这种转载现象在当今各新闻门户网站中流行开来。 
第三，在报道体裁方面，两网均属消息的比重最大，其次是通讯，两种报道题材共在《人民网》和

《凤凰网》中分别占到 75%和 88%，消息以简短，具有时效性的优势，可以在第一时间为民众报道当下

的天气监测数据及民生信息，让民众在出行时做好防护准备工作，满足民众的日常生活需求。 
第四，在报道内容发面，北京的雾霾天气日益严重，政府积极实行各种调控措施，这样势必会给各

个行业领域带来新的挑战，两网在行业信息发布方面均有相应的报道，虽然目前占比不大，但值得赞扬。

另外，在天气监测，防护与治理方面，依旧是目前报道的主要方向，政府通过及时的发布天气的预警，

数据得到及时公开，更新，充分满足了公民的知情权。在保障人民权益的同时，通过媒体的力量，达到

双向的交流与沟通，让民众看到政府为之所付出的努力，同时希望民众与政府一道，共同应对当下的天

气问题。 
第五，在报道立场及偏向性方面，从数据上来看“中立”占绝对比重，《人民网》和《凤凰网》都

是站在比较客观公正的立场来报道北京的雾霾天气，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把新闻报道作为宣传政治

的工具，发挥媒体引导舆论的作用，一直以积极的态度报道。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

全球化水平不断深入，各家媒体也逐渐开始转变，坚持新闻报道的基本准则，同时兼顾公众对新闻报道

的基本倾向性，以中立的眼光来报道北京的雾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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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人民网》和《凤凰网》差异性分析 

第一，在报道数量方面。通过观察下图曲线的变化程度，我们可以看出两网报道趋势有细微的区别。

《人民网》的曲线更缓，说明《人民网》对北京雾霾报道的更具均衡性，在第四季度，两网存在明显差

异(图 14)。《凤凰网》在报道数量方面明显高于《人民网》，这说明《凤凰网》作为商业化媒体，对受

众的关注度明显高于《人民网》。这与特殊的国情有关，因为临近年末，中国媒体喜欢总结前一年的发

展状态，对百姓生活中的变化提高了关注度，反映在新闻的报道量也在随着民众的意愿在变化。 
第二，在消息来源方面，《人民网》官方消息的来源相比《凤凰网》多样化更明显，消息来源整体

比例较为均衡。这说明《人民网》更加注重多方面的信息收集，作为中国的官方媒体平台，这样可以让

民众从多平台，多方面了解新闻事件，满足多数人的阅读需要。与之相比，《凤凰网》的消息来源则比

较单一，多以网站转载为主。值得注意的是，《凤凰网》对港澳台及国外信息的报道占有一定比例，网

站秉承着为全球华人服务的理念，更加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在对于北京雾霾这一问题时，不仅报道国内

媒体的看法，同时也注重国际社会对这一事件的解读。在统计中还发现，《人民网》在自采比例方面，

要高出《凤凰网》。这反映出，虽然两网都有各自的采编团队，但《人民网》依靠着中国政府，拥有更

多的人力，物力。而《凤凰网》作为一家经营性质的公司，面对报道的高成本和相对严格的新闻管理制

度，自采占比较少也在情理之中。 
第三，在报道体裁方面，《人民网》在专访方面占有一定的比例，强调《人民网》作为国家级新闻

媒体，在报道方面的独家性。通过专家对北京雾霾形成原因等问题的专业行的解答，提高报道的权威性，

增加了报道对民众舆论的领导作用。《人民网》在深度报道方面比例高于《凤凰网》，说明《人民网》

更加注重对北京雾霾的深度剖析。而《凤凰网》则是要满足读者的心理诉求，则多是对北京雾霾监测，

治理等民生问题的系统化关注。 
第四，在报道内容方面，《人民网》政策法规内容占比较大，在其他方面《凤凰网》略占优势。《人

民网》把党的宣传工作和日常新闻报道结合在一起，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坚持宣传思想工作的基础

上，服务群众，同时让群众拥护党的政策方针纲领。前文说道《凤凰网》其秉承“中华情怀，全球视野，

兼容开放，进步力量”的媒体理念。《凤凰网》更加注重开放的眼界与日常报道的结合，所以不仅在报

道体裁上引入国外信息，不仅局限于当下政策法规的颁布出台。在文章中，加入国际视角，让民众有更

宽阔的眼界看待新闻事件的发生。 
 

 
Figure 14. Trends in the number of reports 
图 14. 报道数量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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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在报道立场及偏向性方面，《人民网》对待北京雾霾的正面报道占比 10%，以正面报道居多，

负面报道相对稀少，而《凤凰网》在正面和负面的态度上仅有略微差异。这说明《人民网》在把握全局

方面更为谨慎，用积极的态度引导民众。《凤凰网》对于价值观的把握更加中立，减少媒体对新闻事件

的看法，突出民众多样化的观点。 

5. 雾霾新闻报道的启示 

5.1. 建立报道常规化机制 

面对北京雾霾问题，两个网站基本做到了在第一时间内播出，但在对北京雾霾的关注程度上，还是

欠缺常态化的报道习惯，在雾霾天气的“旺季”持续报道，在“淡季”就对雾霾天气不管不问，这会让

读者产生“淡季”无雾霾的错觉。面对雾霾，我们要做到在全年持续的跟踪报道，平衡报道频率，长效

治理，关注国家的长远发展。同时可以丰富雾霾的报道形式，通过在网站首页设置专栏，举办关于防治

雾霾的活动等方式，让读者更方便地了解到北京乃至全国雾霾的最新动态，普及雾霾知识，降低最近《人

大教授因难以忍受北京雾霾离职》，《小米全球副总裁雨果·巴拉因北京雾霾宣布离职回硅谷》等新闻

发生的可能性。 

5.2. 增加科普比重，普及大众表达 

过多的专业化表达会影响读者对整篇报道的理解，会出现一个词很熟，却不知其含义的窘境。比如

说，我们对“PM2.5 浓度”可不陌生，又有多少人知道当下浓度所对应的雾霾状况和在该浓度下民众应

对雾霾的措施呢？不能一看到雾霾预警就一味地认为今天不宜出门，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误区。

如果记者在日常工作中，增加对专业术语的生活化解读，通过增加科普报道的比重或在报道末尾标注其

术语的含义及应对措施，避免阅读的空洞，让读者了解这些数字背后的真正含义，真正做到让日常报道

服务于百姓。 

5.3. 推陈出新，创新报道模式 

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人际沟通交流的渠道日渐丰富，人们渐渐步入新媒体时代，传媒的网络媒体

也应该不断推陈出新，逐渐丰富自身消息的传播渠道，在报道体裁方面应逐步深入报道，探索新闻本质。

形式上可以适当增加图片新闻比例，增加“网络表情”，“流行语”等元素，吸引读者注意力，增强读

者的粘性。在内容和立场方面，适当发表评论性文章，网站在表达对事件看法的同时让读者在网络世界

可以平等地表达自身观点，促进读者与报道观点的碰撞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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