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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语境下的把关人
——以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关于德班气候大会的报道为例

● 周伊晨

建  构

根据臧国仁对框架内在结构的划

分，①本文的框架分析主要落脚于三个

层面：一是框架的高层结构，即对相关

事件的定性，以及在报道中所营造的报

道“氛围”，简单说就是指对特定事件

的主题的分析；二是框架的中层结构，

即事件报道的话语框架，包括版面位置、

消息来源、事件描述、言语反应、预测、

评价、图片内容等；三是框架的底层结

构，即表现框架所运用的语言符号手段

与策略。本文主要研究人民日报和纽约

时报关于 2011 年 11 月 28 日～ 12 月 11

日在南非德班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第十七次缔约大会相关报道

的高层、中层以及底层内容，通过不同

层次的内容分析，总结两者针对同一国

际事件的不同报道立场及意义。笔者分

别抽取了上述时间段内两份报纸相关新

闻报道中最集中、最典型的 5篇报道。

以下是对本次框架分析的类目建构

说明：

新闻主题：指新闻报道的中心思想

和基本观点，也就是记者对客观事实的

看法、态度和通过事实的报道所表达的

主观意图。

标题类别：本次研究的样本中的标

题类别主要分为三类，包括介绍情况、

表明立场、发表评论等。

消息来源：本次研究的样本中的消

息来源主要分成四类，即联合国，包括

联合国内部官员或机构、此次联合国气

候变化大会的相关官员或机构；国家政

府，代表各国政府出席会议的官员或机

构；非政府组织，代表除政府外的社会

团体、商业组织等出席会议的个人或机

构，如绿色和平组织等；个人，不代表

政府或任何组织出席会议的旁观者，如

科学家、记者等。

事件描述：报道对其中所涉及各个

事件的说明、解释和描述性语句。

言语反应：报道中所涉及人物或团

体的主要说话内容。

预测与评价：从事件描述、言语反

应及其他报道内容中得出的文章作者对

主题事件或主要涉及到的个人、组织和

国家的预测与评价。

高频关键词：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

一些用来描述或评价所涉及到的主要事

件、人物、组织和国家的词汇。

分  析

从新闻主题看，人民日报主要突出

的是两个方面的内容：1.德班气候大会

是必需且意义重大的，但大会上发展中

国家与发达国家间存在严重分歧；2.我

国在气候大会上立场坚定态度积极。纽

约时报突出的则是完全不同的主题：

1. 气候大会无实际意义与作用；2. 发

展中国家一直逃避责任。

从所在版面看，人民日报关于德

班气候大会的报道有 8成以上刊登在报

纸的第 3版，即要闻板块，体现出报纸

将相关报道视为彰显报纸理念、表达报

纸立场和必须传达给我国读者的重要内

容；而纽约时报则几乎都将相关报道刊

登在第 6大板块，即纽约版中的中间几

页，并不将气候大会视为十分重要的新

闻事件。

从消息来源看，人民日报的报道中

所涉及的主要信息来源是联合国官员、

此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相关负责人

和各国出席此次大会的最高领导人或与

会代表，其中中国代表团负责人出现频

率最高，成为记者获知我方观点和态度

的唯一信息源；纽约时报的消息来源则

比较多样化，包括联合国官员、国家领

导人、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其中则以中

国代表团为代表的国家政府和绿色和平

组织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居多，但本国

政府的声音并未成为主体的消息来源。   

从标题类型看，人民日报针对相关

报道所采用的标题分为介绍情况和表明

我国立场两类；纽约时报的相关标题则

以介绍情况和发表评论为主。

从事件描述看，人民日报主要针对

以下四个方面的事件进行了描述：一是

大会中各方分歧的主要表现；二是发展

中国家正面临的气候危机与贫穷造成的

无奈境地；三是大会的进展；四是展现

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决心和对改善全球气

候可能起到的积极作用。纽约时报的描

述同样围绕这四个层面，但与人民日报

的描述相差甚多：一是有关《京都议定

书》的条款和争论从未停止；二是《京

都议定书》毫无实际用途；三是应对中

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加大约束；四是

美国因经济萧条已无力承担更多责任。

不难发现，纽约时报报道对气候大会的

直接描述较少，更多的是对过往事件的

回顾，并借此发表评论。

从言语反应看，人民日报主要针对

以下三个方面的言语进行了记述，一是

联合国与发展中国家方面对本次大会及

所达成协议的评价与期待；二是大会上

各方分歧的表达，发达国家的言辞多以

简单、坚决的否定为主，发展中国家的

言辞则以强调发达国家态度的危害性为

主，前者通常放在后者之后以转折过渡；

三是我国代表对我国立场、做法、计划

等层面的陈述，强调中国的决心和发挥

的作用。纽约时报对言语的记述则包括，

一，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言论表

达了对气候大会失去信心，言辞无奈沮

丧；二，从历史、数据、个人简介等角

度勾勒一个这样的事实，即美国经济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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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水军”是指受雇于网络公关

公司，为他人发帖回帖造势的网络人员。

为客户发帖回帖造势常常需要成百上千

个人共同完成，那些临时在网上征集来

的发帖的人被叫做“网络水军”，他们

有专职和兼职之分。①

“网络水军”参与的各种以经济利

益为目的的活动，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网

络环境，极大降低了公众对互联网的信

赖。网络水军的出现并快速发展壮大缘

于各种复杂因素，而网络把关人的缺失

是导致网络水军泛滥的重要原因。互联

网突破了传统媒体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打破了传者和受者的界限，编辑的权威

被解构，把关权被分化乃至弱化，而这

就为网络水军生产和传播信息提供了

较为畅通的渠道和非常宽松的生存环

境。

       
宏观层面：政策法律监管缺位

互联网作为一个新兴的媒体，政

府目前对它的领导和管理主要体现在意

识形态方面，在我国现有的政策法律体

系中，虽已制定和出台了多个涉及互联

网的法规性文件，如《互联网信息服务

管理办法》、《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

务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电子公告服

务管理规定》、《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

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

例》、《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

管理办法》、《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办法》

等，但这些立法基本上局限于网站登载

信息条件规定、计算机信息安全、网上

知识产权的保护、维护网络秩序等，对

网络信息操控的违法犯罪规制不多，在

行政处罚方面适用太少，更是缺乏对“网

● 李云雅

从“网络水军”看网络把关人的缺失

条无力承担过多责任，而中国颇具实力

却一直逃避责任；三，借他人之口与报

纸评论，从多个方面表达了全球所有国

家都应对气候问题负责任。

从预测部分看，人民日报主要涉及

未来《京都议定书》的存在与影响，和

中国未来在全球气候工作方面所扮演的

角色，隐含的意思是对议定书和中国在

全球气候工作中的作用的肯定，以及对

中国立场的强化；纽约时报的预测部分

一直是对前文事件与言语的归纳和挑

明，其实意思是要将全球气候责任转向

发展中国家。

从评价部分看，可将人民日报中的

评价部分分为肯定与否定两方面，肯定

的是气候大会本身和发展中国家与中国

的态度与作为，还有发达国家的实力，

否定的则是发达国家的态度；纽约时报

则从正面肯定美国一直履行职责和签署

有约束力的共同协议书的必要性，同时

从反面否定发展中国家对承担责任的程

度与态度，以及联合国气候大会的实际

作用，为此纽约时报还用专门的评论文

章替代了针对事件本身的新闻报道。

从高频关键词使用的类型和对象，

可以进一步发现两份报纸的主要落脚点

与不同的立场。人民日报报道的主要落

脚点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以积

极、坚定的态度应对全球气候问题，并

拥护续签《京都议定书》和“共同但有

区别”原则，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

国家态度模糊，甚至拒绝签署议定书，

直接导致了气候大会的艰难复杂和后续

全球工作的困难。纽约时报报道的主要

落脚点则更加具体化，主要表达的意思

是，历史经验与中国的推卸责任使美国

对联合国气候大会失望，并拒绝签署二

期议定书，并强调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

强制协议书的必要性。

结  语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媒体的讨

论日益将媒体机构置于全球化的框架之

下。全球金融系统的动态发展；跨国公

司活动的扩张；全球传播媒体网络的存

在；全球性的知识生产和传播等似乎给

人这样的印象：我们这个星球正在“收

缩”成一个更小的实体，国家的边界正

在消融。②

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全世界

大众传媒的内容，会发现多元和矛盾的

话语是其中最基本的主题。如上文人民

日报和纽约时报关于德班气候变化大会

的报道，就呈现出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发

展中国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

全球气候大会的付出与责任的完全不同

的立场。

注释：

①陈阳：《大众传播学研究方法导论》[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 9月版

②【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

络水军”的相关规定。这种政策法律监

管的缺位造成了执法部门无法可依，执

法难度增大，这些进一步刺激了“网络

水军”的疯狂扩张。

目前，由网络水军制造的“网络

暴力”已经打破了道德底线，对有关当

事人的隐私权、肖像权、名誉权等正当

权利造成侵害，伤害了公众利益。比如

2009 年 8月，上海女孩娄婧参加上海东

方卫视举办的《加油！东方天使》选秀

节目，引发了一场网友关于其肤色的争

论。之后，网友对这位“巧克力女孩”

的兴趣转变成对她的“人肉搜索”，娄

婧的身世被“挖”出来，最后话题也转

变成对她和她母亲的人身攻击。这种行

为不仅侵害了当事人的隐私权、名誉权，

而且破坏了互联网的声誉。据有关资料

显示，当前国内一些大的网络论坛，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