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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的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等呈现整体

性加速度跃迁，大众媒介也处于急速变迁中，大众媒介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产

生联系并受到其影响和制约，尤其是来自政治、

经济和文化诸因素的压力，新闻从业者也受到来

自各种系统的部门压力，丹尼斯•麦奎尔揭示了

报业整体生态结构大体上是在社会经济和政治

压力下构成了一个动态平衡系统（图1），处于

内层中心地位的是媒介，包括管理功能、专业人

员和技术方面；处于中间层次的是报纸读者、信

息源（事件+不断的信息和文化供应）、市场因

素、法律政治控制等因素；处于外层的是社会、

政治、经济的压力。

心理学家经过大量、长期的研究，将当代人

的工作紧张程度分为10级（级数越大越紧张），

新闻记者以7.5级名列第三[2]。在美国报界，流

传着一句名言“记者的24小时都是报纸的”，

《南方周末》有句流传颇广的广告语：“当你看见我的时候，我和新闻在纸上；当你看不见我的

时候，我和新闻在路上。”哪里有新闻，哪里就有记者的身影，在比效率、赛时间的背后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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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闻从业者是一个高压力的职业，特别是处于社会转型和媒介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新闻从业者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压力。本论文基于一项全国新闻从业者调查显示，新闻从业者的工作强度较大，而来自经济收入方面的压力

最大，因子分析显示，新闻从业者压力分经济收入压力、单位政治压力、单位经营压力、个人归属压力和身份压力五个

维度，不同性别、不同教育程度从业者压力无显著差异，不同媒体、不同身份从业者压力感差异较显著，而不同性质媒

体、不同职务从业者压力感差异较小，50岁及50岁以上的从业者在各项压力上均最小，随着从业年限的增长，从业者感

受到的来自经济收入和个人归属方面的压力均显著降低，论文指出，有序的竞争促进媒体的发展，而过度竞争造成的压

力不利于新闻从业者的成长。

【关键词】新闻从业者；压力；经济收入

【中图分类号】G209       【文献标识码】A

 

 

 

事件+不断的信息和文化供应 

竞争

者新

闻 /

信息

机构 
广告者 

所有者 

工会 

法律/

政 治

控制 

其 他 社

会机构 

听众兴趣/需求 

管  理 技 术 

媒介专业 

经济压力 社会和 

政治压力 

图1	媒介与环境动态平衡系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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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者的辛苦付出，本文将基于一项全国新闻从业者调查来分析其职业压力。

一、研究背景

在传媒市场化进程中，我国媒体从业者职业压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传媒业的激烈竞

争，导致新闻从业者工作节奏快、超长时间工作、睡眠严重不足、体育锻炼过少、膳食结构不

合理等，身心压力过大成为新闻从业者的生活常态，身体亚健康是新闻从业者高压力的一大直接

结果。北京市健康保障协会2008年公布5年来跟踪全国媒体从业人员健康数据显示，媒体从业体

检者中亚健康检出率为97.5%[3]；2000年上海《新闻记者》杂志和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开

展的上海市新闻从业人员健康状况抽样调查显示，自认为身体很好或较好者仅为26.5%，大多数

（69%）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的身体一般或不好，被调查者最近一次健康普查的结果显示健康者仅

为18.4%，而60.9％的被访者表示患病之后因为工作太忙而没有及时就医治疗[4]；2008年深圳某

报业集团3254名职工的健康检查中发现129种疾病，20196种次项目异常，人均异常项目种次为

6.20[5]；2008年对湛江市三家新闻单位的585名记者、编辑的体检中异常检出率70.9％[6]；《青

年记者》杂志编辑部2006-2010年连续5年在记者节来临前夕做新闻从业者业内调查，其中2007年

调查显示，被访者最担心的是“压力大、身体差”（占30.8%）[7]……因而有人戏称 “铁打的媒

体，流水的记者”，记者换新面孔的频率之高、速度之快，仅次于搞传销和卖保险的[8]。

那么，当前新闻从业者的压力状况如何？新闻从业者压力分哪些方面？不同新闻从业者压力

有无显著差异？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组织了这次调查，以作为了解新闻从业者压力，为管理部门

提供实践参考与行为依据。

二、研究方法

本次调查总体是中国主流媒体的全体从业者。这个总体对于整个中国新闻从业者有示范性意

义，是当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最活跃的新闻从业者群体。现对本次调查的方法描述如下：

首先，调查选择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庆五座中国特大型城市的媒体进行抽样调

查。这五座城市代表在中国的东南西北四个区域，分别是四个区域的中心城市，这五座城市代表

中国文化、经济、区域发展的趋势，北京是中国首都，是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中心，上海是中国的

经济中心，是中国GDP最高的城市（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0年上海市全年实现GDP共17165.98

亿元），广州是中国南方的文化、经济、政治中心，中国最活跃的媒体都出自该市，成都是中国

西部的文化中心，是中国都市报和中国第一家媒体上市公司的诞生地，重庆是中国西部的经济中

心和西部最大城市，是中国第四个直辖市；

其次，对五座城市的报纸、电视、网络、新闻杂志进行抽样。在报纸方面，对五个城市的

都市类报纸和党报都进行抽样，广州的报纸是中国最发达的，还对该市市场化程度高的专门化报

纸做了调查，北京有中国最多的行业类报纸，对北京该类报纸进行了抽样，在电视方面，主要对

在北京的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进行调查，另外对广州的南方电视台也进行了抽样，在杂志方

面，中国有影响力的新闻杂志都分布在北京、广州和上海，本次的杂志调查也只在这三地进行抽

样，在新闻广播方面，有全国影响的新闻广播电台主要在北京，故只在北京进行抽样，网站选择

了中国最大的商业新闻网站新浪和地方政府投资较大的重庆华龙网进行调查；

第三，对于选择的新闻媒体进行整群抽样，也就是对于一家媒体的一个部门全体从业者进行

问卷访问；

第四，共发放问卷1500份，回收有效问卷1309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7.27％，调查采用随

机抽样，问卷由访员当面发放，自填密封后再由访员回收，调查数据采用SPSS软件包进行统计分

析。问卷调查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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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结果

（一）新闻从业者的总体压力状况

本调查用包括15道题目的五分制量表来

测量新闻从业者的压力，结果显示15个题目

的压力得分在平均分3分以上，最终压力得分

为3.22分，说明当前新闻从业者压力较大。

对新闻从业者造成压力最大的因素是工资水

平和经济收入，5分制中得分分别为3.57和

3.33，遥遥领先，且配对T检验显示这两项与

后面的各项得分均有显著差异，说明经济收

入对当前新闻从业者造成的压力最大；其次

所在媒体的发展前景、领导的做法和观念、

归属感、个人职业发展、单位的工作量考

核、所在媒体目前经营状况、内部竞争、上

级主管部门的批判和个人能力等九项压力得

分均在平均分3分以上，这一结果表明，我国

新闻工作者的压力较大，主要压力既来自有

物质方面的考虑，又有发挥其个人能力和机

会方面的考虑（表1）。

为了对新闻从业者的压力进行综合评估，分析从业者压力的潜在因子，本文通过因子分析

法来找出各种压力的潜在维度。在因子分析前，为了排除偶然性的影响，需先对样本指标值进行

相关性检验。KMO(Kaiser-Meyer-Olkin Meseaure of Sampling Adequacy)测度是提供判断原始

变量是否适合作因子分析的检验方法，它比较原始观测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一个

大的测试值支持因子分析。一般而言，KMO测度值>0.5意味着可以进行因子分析[9]，本样本KMO为

0.913，表明15个变量存在潜在因子结构，有必要进行因子分析。

接着本研究对调查中使用的15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以提取公共因子[10]，本文采用主成分分

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计算公共因子特征值、贡献率[11]及累计贡献率。根据

公共因子的贡献率提取5个公共因子，5个公共因子解释了总变异的71.61%，即4个公共因子反映

了近3/4的原指标信息，我们分别将其命名为

经济收入压力、单位政治压力、单位经营压

力、个人归属压力和身份压力（表2）。

根据上述因子分析可以对15项压力源进

行归为5类，五类压力源依次是经济收入压力

（平均分3.50）>个人归属压力（3.27）>单

位经营压力（3.19）>单位政治压力（3.17）

>身份压力（2.92），T检验显示，经济收

入压力显著高于其他四种压力（均达到

p<0.01），除单位经营压力与单位政治压力

无显著差异外（p=0.12），在0.01显著性水

平下，其他差异均显著，说明在传媒市场化

环境下，经济收入对新闻从业者造成的压力

显著高于其他压力。

 

 
压力源 样本数 平均得分 标准差 
工资水平 1278 3.57 0.96 
经济收入 1284 3.55 0.96 
所在媒体的发展前景 1269 3.46 1.05 
领导的做法和观念 1278 3.43 1.04 
归属感 1268 3.41 1.12 
个人职业发展 1278 3.38 0.98 
单位的工作量考核 1278 3.32 0.96 
所在媒体目前经营状况 1273 3.29 1.01 
内部竞争 1276 3.15 0.90 
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判 1269 3.13 1.06 
个人能力 1268 3.12 1.06 
合同制员工还是正式员工 1263 2.94 1.18 
单位性质（如机关报还是市场报） 1263 2.89 1.08 
市场部门带来的压力 1266 2.84 1.03 
单位人际关系 1279 2.83 0.99 
总压力 1226 3.22 0.69 

 

 
变量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因子 4 因子 5 

经济收入 0.844     
工资水平 0.816     
个人职业发展 0.548     
内部竞争  0.733    
单位人际关系  0.692    
单位的工作量考核  0.664    
领导的做法和观念  0.545    
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判  0.470    
所在媒体目前经营状况   0.754   
所在媒体的发展前景   0.646   
市场部门带来的压力   0.639   
个人能力    0.772  
归属感    0.510  
合同制还是正式员工     0.880 
单位性质(如机关报还是市场报)     0.550 

方差贡献率（%） 17.40 16.86 16.59 11.59 9.17 
累计方差贡献率（%） 17.40 34.26 50.85 62.44 71.61 

因子命名 经济收

入压力 
单位政

治压力 
单位经

营压力 
个人归

属压力 
身份压

力 

 

表1	不同压力源对新闻从业者造成压力的影响程度

注：最低“1”表示没有影响，最高“5”表示影响很大，

平均值为3。 

 
压力源 样本数 平均得分 标准差 
工资水平 1278 3.57 0.96 
经济收入 1284 3.55 0.96 
所在媒体的发展前景 1269 3.46 1.05 
领导的做法和观念 1278 3.43 1.04 
归属感 1268 3.41 1.12 
个人职业发展 1278 3.38 0.98 
单位的工作量考核 1278 3.32 0.96 
所在媒体目前经营状况 1273 3.29 1.01 
内部竞争 1276 3.15 0.90 
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判 1269 3.13 1.06 
个人能力 1268 3.12 1.06 
合同制员工还是正式员工 1263 2.94 1.18 
单位性质（如机关报还是市场报） 1263 2.89 1.08 
市场部门带来的压力 1266 2.84 1.03 
单位人际关系 1279 2.83 0.99 
总压力 1226 3.22 0.69 

 

 
变量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因子 4 因子 5 

经济收入 0.844     
工资水平 0.816     
个人职业发展 0.548     
内部竞争  0.733    
单位人际关系  0.692    
单位的工作量考核  0.664    
领导的做法和观念  0.545    
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判  0.470    
所在媒体目前经营状况   0.754   
所在媒体的发展前景   0.646   
市场部门带来的压力   0.639   
个人能力    0.772  
归属感    0.510  
合同制还是正式员工     0.880 
单位性质(如机关报还是市场报)     0.550 

方差贡献率（%） 17.40 16.86 16.59 11.59 9.17 
累计方差贡献率（%） 17.40 34.26 50.85 62.44 71.61 

因子命名 经济收

入压力 
单位政

治压力 
单位经

营压力 
个人归

属压力 
身份压

力 

 

表2	不同压力源对新闻从业者影响程度的因子分析（旋转

后，n=1226）



89

再具体看15项压力指标的得分，超过一半的被访者认为经济收入、工资水平对其造成的压力

比较大或很大（分别占55.92%和55.01%），也有近一半的被访者认为个人职业发展对其造成的压

力比较大或很大（占49.84%），很显然，经济利益成为新闻从业者最大的压力。

（二）不同新闻从业者压力差异分析

由于新闻从业者人口统计特征、所在媒体类别、媒体性质、从业者身份等不同，从业者面临

的压力及其强度可能存在差异。

调查结果显示，人口统计特征对新闻从业者的压力具有一定影响。在0.05显著性水平上，男

性新闻从业者和女性从业者在15项压力、五个维度压力上均无显著差异；不同年龄段[12]从业者压

力差异显著，最明显的是，50岁及50岁以上的从业者在各项压力上均最小；从业年限[13]对从业者

压力也有部分影响：随着从业年限的增长，从业者感受到的来自经济收入和个人归属方面的压力

均显著降低（p=0.00）；最后，不同教育程度从业者压力无显著差异。

由于传播性能和工作特点的不同，不同媒体从业者压力感差异较显著。“上级主管部门的评

价”在电视从业者中认为压力最大，并显著

高过报纸和杂志从业者。新闻网站和电视台

从业者在“工资水平”上的压力显著大过电

台从业者，新闻网站从业者在“单位的工作

量考核”上的压力显著高过杂志从业者，报

纸从业者在“所在媒体目前经营状况”上的

压力明显高过电视台和电台从业者，但市场

部门带来的压力方面，五类媒体从业者并无

显著差异。电视台从业者在“合同制还是正

式员工”上的压力明显大于报纸从业者，但

单位性质（如机关报还是市场报）给从业者

造成的压力并无显著差异，在人际关系压力

的影响因素方面，电视台从业者在“单位人

际关系”上的压力显著高于报纸、杂志和新闻网站从业者，而在归属感、个人职业发展和个人能

力方面的三个指标均无显著差异，三项指标均较高，从总压力看，虽然网站从业者压力最大，电

台从业者压力最小，但是这种差异不显著（表3）。

不同身份从业者对压力的感受也不一样。调查显示，市场化身份的聘用制人员在“工资水

平”、“合同制还是正式员工”、“归属感”、“个人职业发展”、“个人能力”五项指标上的

压力显著高过事业编制从业者，其他七项指标在两种身份从业者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

聘用制从业者在经济收入、个人归属和身份三方面有更大的危机压力，从上述因子分析显示的五

个维度来看，除单位政治和单位经营维度的压力

事业编制从业者和聘用制从业者无显著差异外，

在其他维度上，聘用制从业者压力显著高于聘用

制从业者，聘用制从业者总压力也显著高于聘用

制从业者。 

不同性质媒体从业者压力感差异较小，仅有

两项压力差异显著。“合同制还是正式员工”的

身份（量表第10项）对不同类媒体从业者造成的

压力存在显著差异（F=2.83，p=0.02），经因子

分析显示的身份维度压力在不同媒体从业者上差

异也显著（F=2.57，p=0.04），各类新媒体从业

者在这两类压力上均最高，而都市类媒体从业者

 

 

  

压力源 

样

本 
不同媒体从业者 方差分析 

报

纸 
杂

志 
电 视

台 
电

台 
新闻网

站 F Sig. 
上级主管部门的评价 3.13 3.07 2.98 3.36 3.08 3.23 4.66 0.00 
工资水平 3.57 3.58 3.40 3.67 3.29 3.83 5.47 0.00 
所在媒体目前经营状

况 3.29 3.36 3.39 3.12 3.05 3.43 5.20 0.00 

市场部门带来的压力 2.84 2.82 2.92 2.88 2.66 2.94 1.43 0.22 
合同制还是正式员工 2.94 2.79 3.00 3.26 2.97 3.07 8.05 0.00 
单位性质(如机关报还

是市场报) 2.89 2.93 2.89 2.80 2.76 3.06 1.68 0.15 

领导的做法和观念 3.43 3.49 3.17 3.48 3.33 3.27 3.00 0.02 
单位人际关系 2.83 2.79 2.60 3.06 2.86 2.61 6.24 0.00 
归属感 3.41 3.43 3.39 3.41 3.33 3.39 0.22 0.93 
个人职业发展 3.38 3.36 3.25 3.41 3.41 3.53 1.05 0.38 
个人能力 3.12 3.09 3.20 3.06 3.22 3.33 1.56 0.18 
总压力 3.22 3.23 3.15 3.28 3.12 3.31 1.64 0.16 

 

 

 

 

 

压力 总得分 
不同身份从业者 方差分析 
事业编制 聘用制 F Sig. 

经济收入 3.50 3.38 3.58 15.72 0.00 

单位政治 3.17 3.16 3.18 0.07 0.79 

单位经营 3.19 3.18 3.21 0.27 0.61 

个人归属 3.27 3.15 3.35 12.87 0.00 

身份 2.92 2.78 3.01 16.20 0.00 

总压力 3.22 3.16 3.27 8.03 0.00 

 

表3	不同媒体从业者工作压力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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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不同身份新闻从业者工作压力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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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最低，其他因素对不同类媒体从业者造成的压力无显著差异。

从五个维度压力源对不同职务媒体从业者造成的压力看，除单位经营压力存在显著差异外

（F=5.78，p=0.00），其他维度压力对不同职务媒体从业者造成的压力无显著差异，不同职务从

业者媒体单位经营压力依次是媒体老总（3.89）>部室主任（3.37）>基层员工（3.15）>媒体编

委（3.11），可见，当前媒体老总承受者单位经营方面的巨大压力。

四、结论与讨论

本次调查显示，新闻从业者的工作强度较大，特别是来自经济收入方面的压力最大，这与

中国传媒市场化历程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发展实践证明，政治和经济两股力量对

传媒业的“拔河”正从政治力量主导过渡到今天经济力量逐步主导，为在激烈竞争中立足，各媒

体加大了考核力度，很多媒体对从业者进行末位淘汰制进行考核，在月度考核排名中连续两个月

或断续三个月位列倒数后三名的，视为不能胜任工作，一律淘汰出局。这给新闻工作者带来了很

大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使新闻从业者身心俱疲。本调查在问及“您觉得自己所在媒体的工作环

境如何”时，只有不到一成（9.23%）的被访者表示其工作是轻松快乐的，超过一半（50.20%）

的被访者表示，虽然快乐，但却是“累但挺快乐”，15.3%的被访者认为工作环境压抑、郁闷，

16.84%的被访者更是对工作环境麻木而没有感觉。在这种高压下，新闻从业人员的生存状况自我

感觉一般，在问及“您觉得目前的生存状况如何”时，超过六成（62.96%）的被访者感觉“一

般”，生存状况“非常好”和“比较好”的共占1/4，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感觉“非常好”的不到

2%，另有超过10%的被访者生存状况“比较差”或“非常差”，新闻从业者对生存状况的评价呈

现明显的“中间大、两头小”的分布。

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全国调查显示，我国新闻工作者对 报酬收入和福利待遇

表现出相对较低的满意度评价，分别有约1/3左右的被访者对这些评价方面表示“不太满意”或

“非常不满意”[14]；2003年分别在上海和杭州执行的新闻工作者问卷调查显示，两地新闻工作者

对他们的收入和福利待遇尤其不满意[15]。历次调查结果高度一致，说明这个问题具有一定代表

性和普遍性，因此，要进一步减轻新闻工作者的压力，就需要在这些具体方面以适当的方式给予

他们以较多的满足感。许多都市媒体假新闻不断，也正是由于这种过于巨大的压力。需要注意的

是，市场的诱惑进一步威胁新闻从业者尚未正式建立起来的专业主义理念，不少记者为完成考核

不择手段编造虚假新闻，当前有偿新闻屡禁不止，甚至出现了新闻敲诈、勒索，让人们对新闻从

业道德不无担忧。

本调查显示，不同从业年限从业者仅在经济压力、个人归属压力上差异显著，从业越久者

其压力往往越小，这是符合逻辑的。从业时间较长的，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工作更得心应手，归

属感更强，经济基础也更雄厚，生活也相对稳定，其压力就相对较小，但该结果与曹茹（2008）

的研究结果刚好相反，该研究以压力为因变量，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从业年限、媒体机构、

媒体规模、与所在媒体的关系等为自变量做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只有从业年限的影响是显

著的，工作年资越高，感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这可能与研究方法存在差异有关：曹茹（2008）

的研究是从12家电视台的新闻采编人员中抽取600个样本进行调查的，而本研究是基于所有从业

者的研究，由于电视从业者时效性强、市场化程度高，我国电视行业更像青春饭。针对本调查的

269个电视从业者的分析显示，不同从业年限电视从业者压力无显著差异（仅从业越久者归属压

力越小）；其次，曹茹（2008）的研究立足于新闻倦怠，本研究立足于从业者压力；第三，这两

项研究的抽样方法、样本量等均不同，可能对研究结果具有一定影响。即便如此，该结论是一个

值得探讨的问题。

本调查显示，聘用制新闻从业者压力大于事业编制从业者，这与中国内地长期以来形成的

“铁饭碗”观念有关，认为只有在政府部门的正式工作才是最稳定和有保障的，而市场的聘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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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身份是不是长久的，是没有长期保障的。另外，从不同性质媒体从业者仅在身份压力上有显著

差异，各类新媒体从业者在身份压力上最高，都市类媒体从业者均最低，党报从业者在身份压力

上远远大于都市类媒体从业者。压力往往来自比较之中，目前的党报实行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

法的用人方式，这就造成“同工不同酬”现象，而都市类媒体从业者大部分均已普及聘用制，市

场化机制相对完善，故而党报从业者压力显著高于都市类媒体从业者。

要减轻新闻从业者的压力，除从业者自身需善于自我调节，采取适当的方法为自己减压、放

松外，新闻媒体及其主管部门应该给新闻从业者提供更健全的保障。本次调查表明新闻业是一个

充满挑战性的行业，接近一成的被访者有被起诉的经历，近一半（46.62%）的被访者虽未被起诉

过，但有同事被起诉过，中国记协自成立维权处以来的8年时间里，协调处理记者被侵权事件多

达400多起[16]，面对这种现实，如何保护记者正当的闻报道权力、减轻记者所要承受的压力？这

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

相关部分要给新闻从业者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让更多的从业者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根据马斯

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最高需求层次是自我实现，本次调查显示，由于当前新闻从业者已经高学

历化，具体的写作水平和采访能力等基础性工作也已经不是从业者主要面临的问题，更多需要理

想的实现，目前从业者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现实与新闻理想之间的差距，中选

率达到52.9%，成为当前新闻从业者最大的工作困惑。必要的考核是应该的，倘若在考评之下，

记者人人自危，这种考评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且媒体现行的重“量”不重“质”的考核制度，

还是默许乃至倡导浮躁的。一个优秀的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记录者、批判者、瞭望者，而一个压

力重重的新闻从业人员难有这样的心态和视角去关注这个社会，而适度的压力将有利于传媒产业

和新闻从业者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