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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时代的公民新闻》

内容概要

《自媒体时代的公民新闻》要讨论的是“自媒体时代的公民新闻”，因此首先就必须对什么是“公民
新闻”作出明确的界定。在广泛参考各家各说的基础上，作者给出了自己对“公民新闻”概念的界定
，虽不能说完美无缺，但毕竟言之有据。这就为进一步的讨论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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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申金霞，女，河南商丘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教师。主要研究领
域为数字媒体与互联网，发表多篇相关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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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节研究缘起 一、研究背景 二、研究问题 第二节研究现状评析 一、总体情况 二、已有研究的
理论视角 三、本文核心概念界定 四、相关研究内容评析 第三节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框架与
创新之处 二、研究方法 第一章公民新闻兴起的缘由 第一节公民新闻的理论基础 一、表达自由 二、媒
介近用权 三、话语权 四、杜威“公众参与的媒介观” 第二节公民新闻的实践溯源 一、公共新闻 二、
群众办报 三、另类新闻 第三节公民新闻的现实动力 一、IcT与技术赋权 二、媒介景观 三、网民镜像 
四、公民传播权利的政治保障 第二章公民新闻传播的主体 第一节公民记者的公共精神 一、公民记者
与专业记者的区别 二、公民记者彰显公共精神 第二节公民记者的多维视角探析 一、公民记者与报道
内容关系之维度 二、公民记者身份之维度 三、发布公民新闻频率之维度 第三节公民记者的自我赋权 
一、自我赋权产生自我效能感 二、弱者的武器：上访不如上网 第三章公民新闻传播的内容 第一节公
民新闻报道内容的价值选择 一、危机事件内容传播确立了公民新闻的地位 二、自媒体技术的大规模
应用推进了公民新闻内容的多元化 第二节我国公民新闻的三种报道类型及其意义建构 一、利益诉求
类公民新闻与抗争政治 二、探询真相类公民新闻与信息政治 三、社会动员类公民新闻与责任政治 第
三节公民新闻内容的图像表达与象征政治 第六章公民新闻的现实困境与对策探讨 第一节公民新闻的
五重现实困境 一、公民新闻之公信力与虚假公民新闻 二、媒介话语权的“补偿性转移”与自媒体的
精英化趋势 三、人肉搜索与网络暴民 四、网络推手与信息操纵 五、群体智慧与群体极化 第二节交往
行动理论视域下公民记者虚拟空间的行为规则探析 一、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与公民新闻中的信息操纵 
二、交往行动之语言有效性要求与公民记者的新闻报道内容 三、四种社会行为与公民记者新闻报道的
价值取向 第三节媒介素养教育对公民记者新闻产制能力的提升 一、媒介素养教育的范式转变——从
“保护主义”到。信息产制” 二、公民记者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内容 三、公民记者媒介素养教育的
路径选择 结语 一、研究结论 二、讨论与展望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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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事件过程：2011年6月21日，一条“质询令”突然在网上传开：“此女芳龄20岁，中
国红十字会的商业总经理。住着价值亿万豪宅别墅，开着300万元的跑车，世界名牌名包无数，她叫郭
美美，大家帮助追查一下她钱的来源。”一个名为“郭美美Baby”微博开始受到网友关注。6月21日晚
间起，网友开始“人肉大搜索”，发现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她暴富起来，住上了大别墅，开上了豪华
跑车，并由此“扒”出与中国红十字会相关的天略集团等相关信息。6月22日，“郭美美Baby”的微博
实名标志被取消，认证身份消失，同时不少微博被删除，包括前一晚郭美美发的澄清内容。新浪微博
致歉，承认在认证表更改中“没有进行严格审核”。6月24日晚上，中国红十字会开通官方微博并就郭
美美事件发表声明，其中一条为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的答博友问，该条微博的评论达到了二千
多条，被转发一千余次。然而评论几乎都是骂声一片。天涯网站上开始流传一张郭美美事件关系图，
以郭美美为中心，红会、商业系统红会、天略集团等悉数在列。6月26日晚上10时许，有网友在微博上
称，郭美美乘坐航班回北京，并公布了其航班号、到达时间和座位号等。6月27日1时30分，郭美美在
首都国际机场出现后遭到记者和网民的追问堵截。 （一）反讽叙事 2011年7月1日，土豆网发布了公民
视频新闻《郭美美，一曲英雄的赞歌》，这段长达10分钟的视频以长篇小说广播剧的形式反讽了郭美
美，广播剧是声音的艺术，语言、音乐、音响是广播剧的三要素，语言是刻画、塑造人物形象的关键
，要精练、准确、形象，并富有个性特征；音乐、音响要同语言密切结合，增强和补充语言的感染力
，传递语言难以表达的情感，进一步增强听众感情的共鸣。有人将三者之间的关系比喻为“语言是骨
骼，音响效果是皮肉，音乐是血液”。2011年7月3日，微博博主“色色猴”加上评论后又将这段视频
以链接的方式发布在自己的微博上： 2011—7—3 18：39@色色猴：【郭美美，一曲英雄的赞歌】为什
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一条认证炮声隆，翻
江倒海天地崩天地崩。郭美美，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单枪匹马闯入最神秘的组
织。“随风潜入夜，反腐细无声。”看完，我泪如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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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媒体时代的公民新闻》作者申金霞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从公民新闻的本体和公民新闻的发展两
个方面来展开对公民新闻的研究。在本体研究方面，主要探讨了公民新闻传播的主体、内容和渠道；
在发展研究方面，主要探讨了公民新闻如何推进了大众传媒公共性的发展，以及公民新闻自身可持续
发展的现实可能性。源流、本末、内外、左右都照顾到了，各个研究视点相交，便构成了一套较为完
整的研究框架。因之，将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公民新闻”突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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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时代的公民新闻》

精彩短评

1、基本没有自己的观点，水平是硕士水平。基本是资料的堆积，没有什么个人的观点，书中的内容
只能做资料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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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现在互联网的崛起，公民新闻依托这个平台蓬勃发展，很多人说传统媒体会死掉。但是我认
为，公民新闻虽然发展迅速，但它并不会取代传统媒体成为主流。　　公民新闻概念：没有接受过专
业新闻训练的普通公众通过网络平台自主的发布新闻。简单地说，就是每个人都是记者。　　公民新
闻最初第一次大发展首先是BBS，它提供了公民新闻传播的平台，现如今，比如微博，简短的140个字
，更符合现在的生活节拍。通过关注与被关注形成的庞大的用户群、简短碎片化传播形式、绑定移动
手机终端，加速了新闻的扩散和舆论的形成。　　但是，公民新闻和传统媒体是不是对立的？不是。
公民新闻的反面是什么？是专业新闻！专业新闻是不是只有传统媒体的专属？不是，新媒体也可以做
。公民新闻是在新媒体的影响下发展的，但并不代表网络所有的新闻都是公民新闻。还有一些在互联
网发布的新闻，就是由一些专业记者或者权威媒体所制作的。一、公民新闻的优势、传统媒体的劣势
为什么会快速发展？除了互联网的平台支持外，公民新闻的优势：（4点）1、公民新闻无处不在，每
个人都是记者，都能发布新闻。2、传统媒体想要报道的却遗漏的，在大量的突发事件报道中，现场
的目击者都能比传统媒体更快获得第一手资料（动车事故、地震）3、公民新闻更加关注被忽略的群
体，如弱势群体，公民新闻的报道比较主观、情感化，能够在短时间内聚集民众情绪，发展为社会行
动。（微博打拐“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4、公民新闻在自由度更大的网络发表，尺度大，把传
统媒体一些不敢说的都捅出来。（李刚事件）（网络搜索贪官）公民新闻的优势恰恰说明了传统媒体
的劣势。二、公民新闻的劣势、传统媒体的优势　   但是，公民新闻在繁荣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很
多现实的困境：（3点）　 （1）侵犯隐私，容易走向极端，没给老人让座都会被说成十恶不赦。　　
比如人肉搜索，它本是一种互动问答平台，为网民提供个性化服务，但越来越多的事件中，人肉搜索
打着”正义”与“道德”的旗帜，以超出法律底线的行为对被搜索者进行人格的侮辱。人肉搜索从最
初的个人搜索行为演变成为网络名誉诋毁与言论攻击，发展成为网络暴民的武器。（个人工作、生活
信息全部被披露，这种行为是对个人隐私权和名誉权的严重侵犯）　  （2）网络水军、网络推手等信
息操纵行为　　网络推手会利用互联网的人气进行营销与炒作，为追逐经济利益或者扩大自身的社会
影响，不择手段制造事件，一些人迎合人们的审丑、反感、同情等心理，刻意制造新闻事件与炒作人
物形象，提高个人影响力。还有一些人为获取经济利益，不惜触犯法律，无中生有炒作虚假新闻，通
过诋毁对方声誉从中牟利。（蒙牛雇佣网络公关公司陷害伊利，抨击他的产品有问题，损害伊利的商
业信誉）　  （3）公民的公信力不足与虚假公民新闻普遍存在、过度的新闻策划　　为什么？　　公
民记者的匿名性，淡化自己的责任意识和行为约束意识。　　公民记者来自各个阶层，有着不同的教
育背景、生活体验与价值观。公民记者因缺少新闻职业道德约束，知识素养和理性价值规范的欠缺，
导致失实公民新闻报道的出现。     公民新闻缺少把关人。自媒体的零门槛，为所有人提供了面向所有
人的传播渠道，海量内容的出现，使信息过滤变得困难，再多的专业人员也无法过滤如此多的内容。
　　正因为有了这些，公民新闻是无法成为主流，取代传统媒体的。　　三、传统媒体的优势：（3
点）　　1、 专业、记者是经过专业训练和专业认证方能胜任，有自身的有职业操守、行业准则（有
门槛）。，相对公正客观，不被私人利益左右。　　2、报道的深度。传统媒体有能力和资源，对社
会疑难问题、热点问题的探讨和解释，还能进行深入调查，而且能对重大题材形成舆论强势，引导舆
论导向。　　3、传统媒体的新闻是经过重重把关才呈现出来的，消息经过验证分析，相对准确可靠
。传统媒体是为大众服务的，新闻经过加工处理，符合大众的利益。四、转型　　为什么说传统媒体
不会死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传统媒体代表了大多数人的主流价值观！　　是不是有了这些，传统媒
体就会是主流了？不是。想要发展，那就必须转型。　　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新闻载体会改变，但传
统的核心模式不会变。　　公民新闻的流程是：先发布再筛选加工。　　传统媒体新闻的核心模式是
：先筛选加工再发布。　　①所以传统媒体转型的模式：根据公民新闻的线索，进行深入的专业报道
。　　比如，Signal是一个有地理位置的突发新闻传播平台，用户将照片与地理位置结合起来发布新闻
，而且加入了投票系统，让人们能够及时捕捉突发新闻，并更快的传播出去。和微博这样的网络平台
不同的是，Signal 更关注新闻的纯粹性。Signal 让用户通过简洁快速的方式对突发事件进行报道，如果
多人报道同一事件，软件会通过算法把这些报道整合在一起。同时 Signal 会通过推荐机制让好新闻以
最快的速度让大众知道，所有查看、关注、投票、报道数都会影响到新闻的排名。　　传统媒体可以
将这样的平台成为自己的消息源（或者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专业的新闻平台），然后对新闻进行深入
的跟踪报道。　　②继续发挥新闻源发地和公信力优势、　　现在的传统媒体依然产生着大量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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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内容总体数量与互联网新闻信息数量无法相比，但是在内容质量和公信力水平上一致保持着较
高的水准，以至于依然是重大新闻事件和专业报道的新闻源发地。　　这种新闻很容易进行二次传播
或者广泛传播，诸如互联网媒体的转载，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的交互互动等。传统媒体担当着
新闻源发的角色，这种角色在全新的媒体生态体系中依然影响重大，这种源发新闻报道客观，则经过
二次或者多次传播的放大后，其正向作用将被放大。　　③掌控固有区域和专属行业领域里，深度挖
掘死忠粉（品牌忠实受众）的价值　　互联网公共平台的兴盛，传统媒体的面向大众，广泛传播已经
被互联网媒体平台顺承过去，而传统的媒体形态，诸如传统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媒体形态无法
过多承担大众传播的职能。但是，传统媒体依然可以将价值挖掘到其固有区域或专属行业中的死忠粉
，在“用户”群体中发掘其最大的商业价值。　　（杭州19楼）杭州《都市快报》创建的，在六七年
的时间里迅速成长为杭州最火爆、人气最旺的网站，①本土化运营。它的产品定位：本地化生活消费
经验交流。19楼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本地化和与现实生活的互动。②网站的内容以网友原创为主，运
营专员在这里主要是充当“编辑”的角色，其中一个工作就是“设置议题”，即根据网友们关心的话
题，设置一个核心议题，这跟报纸的操作手法类似。③杭州19楼就是通过引导大众生活服务的各类话
题，聚集了大量的用户，在此基础上对用户进行一次次的垂直细分，从年龄和需求两条路线入手，对
人群不断细分，深入每个区域市场。并且在细分之后，再根据细分的人群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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