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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21 世纪经济报道》与《纽约时报》的房地产报道

为例，研究了两家媒体在深度报道方面存在的差异。通过取样

和分析，发现两报在写作风格、主题选取和视角选择方面均存

在着较大的差异。并针对上述差异，为两份报纸提出了若干改

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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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房地产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产业链上至关重要的一环。
自 2009 年电视剧《蜗居》热播以来，房价过高、开发商圈地、房
地产行业泡沫等现象，再度成为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和各大

媒体的关注焦点。而对房地产行业的新闻报道，则是人们了解

和获取相关信息的主要渠道。因此，文章选取了《21 世纪经济

报道》和《纽约时报》的房地产深度报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上

述两报在房地产新闻深度报道方面存在的差异。
1.研究对象选择。《21 世纪经济报道》是南方报业集团下

属的中国最大的商业报纸媒体，是全国的三大经济类报纸之

一。它以分析国际形式、透视中国经济、观察行业动态、引导良

性发展为目的，即时有效地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及变化，跟踪报

道中国企业界的动态与发展。《21 世纪经济报道》本身就以其

深度报道和理性分析著称，在新闻报道中强调客观性与调查

性。
《纽约时报》创刊于 1833 年，其报道内容涉及经济、政治、

文化等多个领域。《纽约时报》是美国高级报纸和严肃刊物的

代表，其受众群主要是中产阶级、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高级

知识分子等高端读者。《纽约时报》在深度报道方面也拥有着

光辉的历史，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深度报道曾多次赢得普

利策新闻奖。
由于二者在受众定位、报道风格以及对深度报道重视程

度等方面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因此，本文选择了这两份报纸作

为深度报道的研究对象。
2.深度报道概念。目前，关于深度报道的内涵，学术界还存

在着广泛的争议。一般认为，深度报道是对某新闻事实或新闻

现象所进行的集中而专门的报道。具体讲，深度报道指的是新

闻传媒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和板块中，努力运用广视角、大容

量、深层次、多手法的思想视域与报道方式对某新闻事件或新

闻现象所进行的专门话题报道或问题研究报道。除了电视以

外，深度报道为报刊所用，既在报纸中不可或缺，又在新闻类

期刊中承担栋梁之任。
二、样本选取与分析

选取了《21 世纪经济报道》与《纽约时报》2009 年 9 月 25
日至 2009 年 12 月 25 日的房地产新闻深度报道（共计 20 篇）作

为此次研究的对象。通过对这 20 篇报道的比较和分析，笔者发

现，两家媒体在房地产新闻深度报道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

1.写作风格。深度报道，报道的是“新闻背后的新闻”。它与

一般新闻报道的不同，在于其解释的深刻性与阐述的科学性。
而笔者通过对样本的分析和研究发现，《21 世纪经济报道》与

《纽约时报》在解释与阐述的方法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21 世纪经济报道》的 11 篇房地产报道中有 7 篇主要采

用说理的方式，即借用逻辑的力量来对相关新闻事实进行解

释和阐述。记者在进行报道时，较多的依赖议论这种表达方

式。利用类比和逻辑推理的方式构建新闻事件之间的联系，启

发受众的思考，从而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这些报道大都反映

出了激烈的观点上的冲突，最典型的莫过于带有预测性质的深

度报道。例如《楼市最后的冲刺？》一文，在房地产政策止续的讨

论中分别引用了支持派与反对派两派代表人物的观点，用思想

碰撞的火花来引发读者对这一问题深层次的理解和思考。
相反，《纽约时报》的 9 篇报道中则有 8 篇采用的是背景

材料叙述方式，即大量运用背景材料来完成解释说明的任务。
该类报道在写作时主要运用叙述的表达方式。《纽约时报》的

深度报道一般都比较擅长于组合和运用各种背景材料，记者

通过对新闻事实本身的叙述来阐释其深层的含义，增强了报

道的客观性。
2.主题。通过对样本的分类和分析笔者发现，两家媒体所

涉及的主题可分为：房地产政策解读、房地产行业现象分析、
事件追踪调查三类。两份报纸在这三类主题的报道中均有所

涉及，但相比之下《21 世纪经济报道》的新闻主题更加广泛，分

布也更加均衡。
两份报纸房地产深度报道的主题分布情况如表 1：

由表 3 可知《纽约时报》的深度报道，侧重于对房地产行

业现象的解析。记者在报道中，通常以典型的人物和事例作为

切入点，并将其他背景材料与之联系起来，旨在反映整个大制

度背景下行业发展的现状，从而探求该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

和深层原因。如“Weathering the downhill slope of recreational real
estate”一文，在文章开篇以一家滑雪场设计师的境遇作为引

子，并纵向对比了近十年娱乐房地产的发展状况，接着又横向

对比了美国、英国和中国的行业发展情况。通过时间与空间的

多维描述，为读者揭示了隐藏在该现象之下的本质。
与之相比《21 世纪经济报道》涉及的主题更加广泛。这些

报道同样就人物或事件展开报道，但却始终围绕该事件本身，

致力于揭示房地产产业链上某一环节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
例如《暴利的秘密：施工捂盘》一文，以上海的一个房地产项目

入手，阐明了有关部门在土地预售方面的监管漏洞。

中西方深度报道差异比较
———以《21 世纪经济报道》与《纽约时报》的房地产报道为例

■ 张佳佳

报刊主题 21 世纪经济报道 纽约时报

房地产政策解读 4 篇 1 篇

房地产行业现象分析 3 篇 7 篇

事件追踪调查 4 篇 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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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馆员培养自身多元化的知识结构和阅读兴

趣,接受专业化的阅读指导培训，树立馆员的专业指导形象,为
图书馆阅读指导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在阅读指导的规划和

组织实施上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可利用社会力量，特别是文

化、教育、出版发行等方面的专家组，开展广泛的、多元化的阅

读推广指导活动。
（四）将阅读作为工作常态，深化、推广阅读服务

公共图书馆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献收集、整理与利用

的机构，与阅读有着天然的联系。其开放性、公益性的服务本

质也决定了公共图书馆在推动全民阅读、建立全民阅读氛围

这样的系统工程中，始终是倡导者、组织者和实践者。
（五）培养信息利用能力,提高信息素养

进入网络时代，尤其是随着数码电子产品使用的普及，公

众的阅读行为发生剧变，从过去的单一载体阅读过渡到现在

的多载体阅读。因此，在少儿阅读指导中应注重培养他们的信

息能力,提高信息素养和学习能力。
（六）建立合作机制，拓展阅读的服务范围

加强与社会各界和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建立合作机制，

拓展图书馆的阅读活服务范围。比如我馆少儿阅览室与幼儿

园和中小学是最紧密的合作伙伴，我们把阅读指导的内容直

接开设到课堂上,由馆员和教师共同研究少儿阅读心理和阅读

行为，一起开展有关阅读指导和用户培训的教学工作；另外，

我馆还与教育厅、社科联、文联、演讲学会共同举办的两届“走

进图书馆”、“我心中的图书馆”少儿演讲比赛都受到了学生老

师和家长的欢迎、好评；与知名书法家的工作室共同举办了九

届的“百童书春、咏春书法和诗歌朗诵比赛”已成为我馆备受

读者青睐的知名活动品牌。
博尔赫斯曾说过：“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摸样”。可见图书

馆是多么理想的阅读场所。公共图书馆不仅是一种社会机构，

也是一种社会保障体制，它的出现代表了一种社会信息保障

制度的形成，它能保障每个人都公平地享有自由阅读的基本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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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视角。笔者对 20 篇新闻的报道视角进行分类，将报道视

角分成了：政府官员、房地产开发商、行业专家、购房者四类。
具体情况如表 2：

由上表可知，相比而言，《21 世纪经济报道》拥有更为广阔

的视角，而《纽约时报》的报道视角则集中于开发商和购房者

这两类。
《21 世纪经济报道》涉及到房地产行业的各个方面，并试

图以广阔的视角，连续的报道和多样化的题材，展现出我国房

地产行业的宏观图景。例如《清理地方“救市”政策：调控房价

火线行动》《楼市调控之祸：房价且调且涨》两篇报道，同样是

对现行楼市政策的解读，却选择了不同的立场。前者主要站在

政府职能部门的角度，解读宏观调控的原因与具体措施，而后

者主要站在购房者的角度，探讨相关措施所产生的效果。
不同的是，《纽约时报》多以房地产商和购房者的视角作

为切入点，旨在使整篇报道显得亲近自然，浑然一体。其内容

和细节充分体现了强烈的人文关怀，使读者能够感同身受。例

如“The big mistake”一文，以帕拉迪诺夫妇的购房经历作为主

要叙事线索，文中曾 17 次引用帕拉迪诺夫妇的原话，引起不

少读者情感上的共鸣。
三、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这两份报纸房地产深度报道的比较，我们不难看

出二者的不同风格，以及各自的利弊。《21 世纪经济报道》以逻

辑说理为主要写作风格；新闻报道涉及主题广泛，且各类主题

分布均衡；并采用了多样化的广阔视角。《纽约时报》则以叙述

背景材料为主要写作风格；新闻报道主题虽然广泛，但分布不

均；擅长以单一的视角叙述和描写新闻事件。
对于《21 世纪经济报道》来说，应当学习如何有效的组合

和运用背景材料来说明新闻事实。同时，要注意挖掘新闻事实

的广度与深度，将其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结合起来。另外，

记者们也应当在报道的流畅性与贴近感方面多下功夫。
而对于《纽约时报》来说，应当加强报道中的逻辑思辨能

力，充分发挥理性与思维的作用。其次，在报道时，可以尽量丰

富主题，加强内容的多样性。最后，记者应当改进报道的单一

视角，是新闻事件显得更加透明、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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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视角 21 世纪经济报道 纽约时报

政府官员 3 篇 1 篇

开发商 3 篇 5 篇

行业专家 3 篇

购房者 2 篇 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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