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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 *))@/*)&B 年与食品安全标准相关的新闻报道进行量化分析!以测量媒体传播效果% 方法(

对百度新闻数据库中有关食品安全标准的新闻报道进行关键词检索!并从报道数量$报道体裁$报道主题$报道呈

现方式$新闻来源$报道基调等 B 个方面 *! 个类目进行分析% 结果(自 *))A 年以来!关于食品安全标准的报道数

量增加!已形成特定报道主题% 但报道类型化明显!体裁以消息类报道为主!深度报道偏少!内容偏狭!缺乏社会关

注的热度!在相关事件报道中仍能发现社会认知不足% 政府及社会组织的网站成为重要的新闻来源% 结论(食品

安全标准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应以策略传播的思路开展媒体风险交流!同时应充分发挥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官方网

站及专业组织的传播力!形成食品安全标准科学传播的意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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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卫生组织3联合国粮农组织 #l"+3
7’+$在,食品安全风险分析!!!国家食品安全管
理机构应用-中的定义%.风险交流是在风险分析全
过程中"风险评估人员’风险管理人员’消费者’企
业’学术界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就某项风险’风险所
涉及的因素和风险认知相互交换信息和意见的过
程"内容包括风险评估结果的解释和风险管理决策
的依据*/ 该定义明确了交流者’交流的内容及

方向*

该定义中所包含的.其他利益相关方/一词源
自管 理 学 的 . 利 益 相 关 方 理 论 / # =$<W#LDEU#T
$L#DTR$* 传统的企业管理强调对股东#=$D;WLDEU#T$

负责"但后来的理论则扩大了组织的责任范围"提
出组织应对利益相关方#=$<W#LDEU#T$负责* 管理学

家弗里曼 (&)提出"利益相关方指 .任何能影响组织

目标的执行"或受组织目标执行影响的团体或个
人*/此后"利益相关方的观念就逐渐被各种社会组
织及政府部门所使用"以确立社会组织应对谁负责
的问题* 就食品安全管理机构来说"媒体是重要的
利益相关方* *)&1 年新修订施行的,食品安全法-

第十条明确规定%.新闻媒体应当开展食品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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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以及食品安全标准和知识的公益宣传"并
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进行舆论监督*/因此"研究媒
体对食品安全标准的报道具有重要意义*

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表明"媒体不仅传递信息"
而且具有议程设置’涵化以及社会真实建构等方面
的功能* 媒体报道可以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特定
的对象"并赋予报道对象以合法性 (*) * 媒体报道的
这种效果也被称为.第三方认可/效果"这种效果来
自公众对新闻报道内容公正性的信任 (0) * V"’l
等 (!)认为%.大众传媒的影响力#即它所具有的构建
公众思想和引发他们的认知变化的能力$就是大众
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G-HX/-H等 (1)认为%.当公
众与媒体的接触逐渐累积时"公众的认知就会受到
媒体报道的影响"这就是媒体报道的涵化作用*/社
会真实建构论认为%.我们经常处于社会真实#客观
真实$’媒介真实#符号真实$与主观真实三种真实
情境中"我们个人的主观认知"部分来自媒体的报
道"更准确地说"我们的主观真实"其部分实际上来
自媒介真实*/ (B)当然在危机传播中"媒体报道也可
能具有.风险放大效果/ (\) * 一是媒体对事件选取
的角度以及夸张的报道方式能够影响个体的认知&
二是媒体对某一事件的过度报道引发公众的担忧
和负性情绪* 总之"鉴于媒体报道的重要性"从风
险交 流 的 视 角 出 发" 加 强 媒 体 监 测 # C#U6<
CD46$DT64O$"争取媒体恰如其分的报道是十分重
要的*

根据,食品安全法- #*))A 版$及 ,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十二五/规划-"我国在 *)&1 年已基本完成
相关标准的清理’整合和修订工作"建立完善了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机制"强化了标准的宣传贯彻
和实施等工作* 为了解该项工作的媒体传播效果"
对从 *))@ 年到 *)&B 年国内与食品安全标准相关的
新闻报道进行了量化统计分析*

&(材料与方法
&?&(材料

本研究采集百度新闻数据库中从 *))@ 年到
*)&B 年与食品安全标准相关的所有新闻报道加以
分类统计分析* 因为%&$百度是全球最大的中文
搜索引擎"也是民众接收信息的主要来源&*$百度
新闻数据库中涵盖了国内各大新闻平台的新闻数
据"是国内最为全面的新闻数据库"其中的相关新
闻可以真实反映民众所接收到的相关信息&0 $百
度新闻数据库中保存着自数据库建立以来所有时
期的新闻"有助于更为全面和宏观地分析相关
数据*

&?*(方法
*)&B 年 && 月 0 日"在百度新闻数据库中选择

高级搜索"以关键词.食品安全标准/ #含英文半角
引号$"选择关键词位置为.仅在新闻标题中/"搜索
时间段为 *))@%)&%)& 至 *)&B%&)%0&" 共获得相关新
闻 0 B)@ 篇* 通过人工处理"去除内容相同的转载
报道"共获得 & 01A 篇原创报道* 随后对这 & 01A 篇
新闻文本进行类目建构’编码和统计分析*

*(结果与分析
*?&(报道规模的整体趋势

报道篇数反映报道规模* 通过对 & 01A 篇原创
新闻报道按年发表量进行统计#见图 &$"可以看出"
*))A 年,食品安全法-颁布后"有关食品安全标准的
报道数量开始快速增加"*)&& 年更是高达 *@) 篇"
此后也一直保持较高的年发稿量* 这说明.食品安
全标准/已经成为媒体报道的常规话题*

图 &(食品安全标准新闻报道数量整体趋势
76ONT#&(nN<4$6$R=$<$6=$6;=DKDT6O64<E4#[=T#>DT$=

D4 KDDU =<K#$R=$<4U<TU=

将全部 0 B)@ 篇#含重复转载$相关报道进行分
年统计后与 & 01A 篇原创报道进行年发表量对比
#见图 *$"可以看出%&$*)&& 年以后有关食品安全
标准的年度报道量明显增加"其中相关报道总篇数
的增长比原创篇数的增长更为明显"这说明相关报
道的转载及转发数量要远大于原创报道数量"由此
可推知社会关注度的明显增加"媒体议程设置功能
得到一定程度的发挥&*$*)&1 年的原创报道篇数较
上一年有所上升"但报道总量却有下降趋势"说明
原创报道数量没有得到太多的转发量"媒体关注度
实际上有所下降&0$ *)&B 年虽然原创报道篇数下
降"但报道总篇数却上升"说明媒体关注度再次上
升* 食品安全标准继续成为媒体在食品安全领域
设置的议程之一*

进一步查阅相关新闻报道可以发现"*)&& 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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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食品安全标准新闻原创篇数及总报道篇数趋势对比
76ONT#*(9DC><T6=D4 DK>NSE6;<$6D4 $T#4U=S#$[##4 DT6O64<E

<4U $D$<E4#[=T#>DT$=D4 KDDU =<K#$R

食品安全标准相关的报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原
卫生部希望进一步完善和健全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呼吁各界参与标准制定的过程* 二是有关部门开
展的食品安全标准清理工作引发社会特别是利益
相关方的关注"出现了一些负面报道和对该项工作
的质疑和责问"如.食品安全标准出台内幕"部分企
业私下接触专家/"以及 .食品安全标准深陷拉锯
战"公众参与被指走过场/等"原卫生部针对质疑及
时做出回应"因此导致 *)&& 年食品安全报道数量出
现了一个小高峰* 第二个报道高峰出现在 *)&0 年"
报道主题集中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
新的食品安全标准’专家对新发布的食品安全标准
的评论"以及对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食品安
全标准清理工作进行的跟进性评论"负面新闻减
少"由此可见相关舆论得到一定的正面引导* 第三
个报道高峰则在 *)&1 年"与最新修订的号称.史上
最严/,食品安全法-的颁布施行有关*
*?*(报道体裁分布

常见的媒体报道体裁有消息’通讯 #包括深度
报道$’评论’其他等* & 01A 篇原创报道分类统计
情况如图 0"可以看出消息和通讯占比最大"各占
0!e#!B*3& 01A$"评论类占 **e#*AA3& 01A$*

图 0(食品安全标准新闻报道体裁分布
76ONT#0(a6=$T6SN$6D4 DK4#[=T#>DT$64O$R>#=D4

KDDU =<K#$R=$<4U<TU=

按年度统计可以看出 ! 类报道体裁在 *))A 年
之后都有明显增长"其中通讯和评论的数量基本同

步"在 *)&& 年形成历史峰值"到 *)&* 年迅速下降"
*)&0 和 *)&1 年两度形成小峰值后又明显下降* 消
息类报道是逐步增加"直到 *)&0 年才形成峰值"随
后逐年下降"而从 *)&B 年又再度反弹* 其他类报道
体裁在 *)&& 年形成第一个小高峰"之后有所下降并
保持平稳"而 *)&1 年则形成最高峰"见图 !*

图 !(食品安全标准新闻报道体裁分布趋势
76ONT#!(a6=$T6SN$6D4 $T#4U=DK4#[=T#>DT$64O$R>#=

D4 KDDU =<K#$R=$<4U<TU=

分析发现%*)&&’*)&0 和 *)&1 年评论与长篇通
讯增加较多"而相关评论促使政府部门积极回应"

从而迅速平息舆论关注"由此显示了政府部门对媒
体报道的重视和及时回应性* 消息类报道的稳步
增加"一是反映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力度加大"对食
品安全标准清理工作的跟进性报道增多&二是对食
品安全标准的消息报道也从政府信息拓展到对某
地或某企业的某个具体的食品安全标准相关事件
进行报道和说明* *)&1 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清理
工作的完成"也引发了新一轮的媒体跟进性报道*

虽然此类消息社会舆论的关注度较低"但媒体能保
持一定量的跟进性报道"较好地体现了我国媒体的
公共性*
*?0(报道主题分布

通过阅读分析发现"有关食品安全标准相关
报道的主题主要集中在 B 个方面#见图 1$ "其中与
食品安全标准相关的事件性报道量最大* 美国传
播学者舒德森指出%.新闻业是一种聚焦于事件的
话语表达"新闻业的核心任务即是对事件的关
注*/ (@)理解新闻媒体的这一特性"才能准确把握
媒体食品安全标准传播中的作用和影响* 对食品
安全标准的介绍占比第二"体现出媒体报道注重
科学性* 关于食品安全标准的政策规定和实施执
行情况也多有报道"体现了我国媒体报道中的政
府管理导向*

*))@ 年至 *)&B 年食品安全标准相关报道的 B

大主题分布趋势见图 B"*)&& 年的食品安全标准介
绍及相关事件的报道明显多于其他年份"另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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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食品安全标准新闻报道主题分布图
76ONT#1(a6=$T6SN$6D4 DKT#>DT$64O$L#C#=D4

KDDU =<K#$R=$<4U<TU=

((

年与食品安全标准相关的事件报道也明显增多*
在数据整理过程中发现"这与 *)&1 年新修订的,食
品安全法-的颁布直接相关"因为该法号称.史上最
严/食品安全法"因此引发了较多媒体相关报道*
*?!(新闻报道来源分布

对全部 0 B)@ 篇稿件的刊载媒体进行统计"
*))@ 年到 *)&B 年食品安全标准报道中报道量排名
前十的媒体或网站见表 &"如果根据报道量来定义
传播力"则网易新闻和新浪新闻最具传播力"凤凰
网和新华网次之"腾讯新闻’中国网络电视台和中
国新闻网为第三*

图 B(食品安全标准新闻报道主题分布趋势
76ONT#B(a6=$T6SN$6D4 $T#4U=DKT#>DT$64O$L#C#=D4 KDDU =<K#$R=$<4U<TU=

表 &(食品安全新闻报道量前十名媒体或网站#& j0 B)@$

.<SE#&(.D> &) #C#U6<$ [#S=6$#=[6$L 4#[=;DZ#T<O#

DKKDDU =<K#$R=$<4U<TU=
排名 新闻源 篇数 占比3e
& 网易新闻 00& A?&\
* 新浪新闻 *\A \?\0
0 凤凰网 *)\ 1?\!
! 新华网 &A1 1?!)
1 腾讯新闻 &0* 0?BB
B 中国网络电视台 &*B 0?!A
\ 中国新闻网 &*) 0?00
@ 食品伙伴网 &)@ *?AA
A 中国经济网 &)! *?@@
&) 和讯新闻 A! *?B&

((由于全部 0 B)@ 篇稿件中包含大量重复转载的
稿件"通过对稿件中提及的来源媒体进行统计后发
现#见表 *$"新华社’中国新闻网和人民日报是最重
要的内容来源&其次是新京报’中国广播网和中国
网&中国经济网’法制日报’京华时报’国际在线等
也为相关内容的提供做出了贡献*
((对有关食品安全标准的媒体报道源分析还发
现%&$食品报道来源越来越多元化"除了传统的专

(( 表 *(食品安全标准新闻报道原创内容源前

十名媒体#& j0 B)@$

.<SE#*(.D> &) C#U6<DTO<46Y<$6D4=[6$L DT6O64<E4#[=;DZ#T<O#

DKKDDU =<K#$R=$<4U<TU=
排名 新闻源 篇数 占比3e
& 新华社 0A) &)?@&
* 中国新闻网 0@@ &)?\1
0 人民日报 0&B @?\B
! 新京报 &*B 0?!A
1 中国广播网 &*) 0?00
B 中国网 &&& 0?)@
\ 中国经济网 A) *?!A
@ 法制日报 @A *?!\
A 京华时报 @0 *?0)
&) 国际在线 @& *?*1

业新闻媒体外"政府机构的官方网站及一些民间组
织的网站成为重要的新闻源"食品伙伴网成为最重
要的专业网站"对食品安全标准的介绍最为全面及
时&*$传统媒体仍然是原创新闻的主要提供者"但
每年原创新闻的媒体排名变动较大"主要原因在
于"一旦某媒体发表重要的原创报道后即被大量转
载"导致该媒体在当年的来源媒体中排名明显上



风险交流视角下的食品安全标准相关媒体报道分析!!!许静"等 !&)0(( !

升"这也反映出相关原创报道数量有限&0$食品安
全标准报道中多数为对既定政策或事件进行消息
类常规报道"少有评论性报道和调查性报道"说明
食品安全标准的相关报道具有相应的主题宣传性"
虽然社会关注度不高"却在悄然地建构舆论环境*
*?1(新闻报道呈现方式

百度新闻数据库中有关食品安全标准的报道
呈现方式主要有文字报道’图片新闻和视频新闻三
种形式* 统计分析发现"文字新闻 *)&& 年达到高
峰"之后呈下降趋势"但图片报道和视频报道从
*)&* 年开始逐年上升"*)&1 年达到高峰#图 \$* 经
深入阅读发现"搜狐新闻的相关视频报道最多"上
升趋势最为明显* 报道方式的多样化说明相关主
题受到重视* 在当前媒介融合的趋势下"新的媒体
报道和传播方式值得重视和推广促进*

图 \(食品安全标准新闻报道新闻呈现方式变化趋势
76ONT#\(.T#4U=DK4#[=>T#=#4$<$6D4=D4 KDDU =<K#$R=$<4U<TU=

0(讨论
通过以上对 *))@!*)&B 年百度新闻数据库中

与.食品安全标准/相关的新闻报道的量化分析可
以发现%

&$作为风险交流的利益相关方之一"国内主流
新闻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食品安全标准的传
播工作"形成了有关食品安全标准的报道主题"媒
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挥* 但媒体
报道也表现出规模偏小"体裁多为常规性的消息类
报道"内容上偏重政策介绍和专家点评"主题偏窄"
呈现方式偏单调"缺乏社会关注的热度"传播效果
不够理想* 建议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媒体培训"提高
媒体记者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重要性的认识"摆脱
目前普遍存在的对食品安全标准有关的政府部门
工作如政策发布’会议及培训消息的局限性报道"
有针对性地利用主流新闻媒体开展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的策略传播"以利于提高社会关注度和改善传
播效果*

((*$新闻媒体的特性之一是对事件的关注* 与
食品安全标准有关的事件性报道集中在 *)&& 年国
家宣布进行食品安全标准清理工作以及 *)&1 年新
修订的,食品安全法-颁布"政府相关部门能及时回
应媒体质疑"从而较为有效地引导了舆论"形成了
相对较好的媒体舆论环境"但是在诸如 .农夫山泉
水超标/等类似事件中"媒体报道反而有扰乱公众
认知"放大风险"甚至暗中牟利之嫌"因此建议对当
前媒体生态应持续关注"对党报媒体’行业媒体及
市场类媒体的新闻立场’价值取向等有深入的把
握"对新闻事件应及时科学有效地做出反应"维护
舆论环境的良性化发展*

0$在当前新媒体环境下"有关食品安全标准的
信息来源日益多元化"政府官方网站和民间专业网
站如食品伙伴网等成为重要的信息来源* 政府官
方网站主要发挥了信息公开功能"民间专业网站发
挥了一定的科学传播功能"但是在优化传播讯息’
及时回应民意’动员和引导公民理性参与等方面依
然作用有限* 建议今后应进一步强化包括政府官
方网站以及官方微博’微信等网络新媒体的建设"
提高其信息传播的专业性和策略性"增强互动性"
以便充分发挥其风险交流的作用*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特
征"其目标受众也具有特定性"而新闻媒体传播能
扩大宣传"广而告知"却难以做到精准式传播"因此
应有计划地实行一体化的风险交流战略传播"将媒
体传播以及其他各类传播形式都整合起来"以最大
程度地发挥传播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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