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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编辑部内的话语管理》

内容概要

新闻生产的社会控制是新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与以往研究不同，刘旻编著的《报纸编辑部内的
话语管理》没有简单附和外在规训决定一切的思维，而是在不忽视外在控制的基础上，将目光投向了
新闻业内部——报纸编辑部，考察新闻生产的主体——编辑与记者们，如何在外在控制的压力与新闻
专业实践的要求之间斟酌、取舍，进行着日常的新闻生产。这种斟酌与取舍即自我审查，它本质上是
新闻生产主体对外在控制的转化和实施，是编辑部内部的话语管理机制。《报纸编辑部内的话语管理
》系国内第一部集中研究自我审查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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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编辑部内的话语管理》

作者简介

刘旻，女，新闻学博士。先后就读于郑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有丰富的新闻实践经历，
曾任《解放日报》深度报道栏目——“新闻视点”专版记者。现为华中师范大学信息与新闻传播学院
讲师，研究方向为新闻理论、媒介新闻生产研究，曾参与国家重大科研攻关项目1项，主持华中师范
大学“丹桂计划”项目1项，并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近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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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编辑部内的话语管理》

书籍目录

绪论    一、自我审查——新闻业亟待开垦的研究领域    二、传播者研究与自我审查研究综述    三、研
究对象的选择与研究背景和方法第一章  自我审查：社会控制的内化  第一节  转型期新闻生产的社会控
制    一、政治管理及其局限    二、市场控制及其矛盾    三、受众及新闻专业环境的控制力量不断增加  
第二节  自我审查的定义    一、前提限定之说明    二、自我审查主体之说明    三、“内化”存在程度差
异    四、模糊情况的辨析  第三节  自我审查的形成    一、内化前提：社会控制对主体的容纳性    二、内
化的心理机制：恐惧与欲望    三、由外到内三个层面的转化    四、小结：欲望与恐惧依托下的“惯习
”化  第四节  自我审查与外在控制    一、审查与自我审查    二、自我审查与外在控制第二章  自我审查
在报纸新闻生产中的呈现  第一节  中国新闻生产中的自我审查及特点    一、一篇“豆腐块”新闻所经
历的自我审查    二、报纸新闻生产中自我审查的特点  第二节  新闻生产中自我审查常见的处理方式    
一、故意遗漏    二、语言词汇策略    三、巧妙把握报道时机    四、选择曲折的表达方式    五、改变新闻
重点    六、转换新闻事实第三章  自我审查的运行机制  第一节  影响自我审查的因素    一、媒介定位与
专业诉求    二、规避的风险类型及大小判断    三、传媒的行政级别与地域因素    四、中国传统的“士
”文化与记者的职业旨趣  第二节  自我审查中各因素的博弈机制——以灾难性突发事件报道为例    一
、党报：自我审查确保官方话语的传达    二、调查性报纸：自我审查安全传达民间话语    三、市民报
：侧重传达官方话语，兼顾部分民间话语    四、小结：自我审查中各因素博弈与话语表达  第三节  经
济因素对自我审查的影响第四章  自我审查对报纸新闻生产的影响  第一节  自我审查从三个主要生产环
节影响新闻生产    一、选题环节：围绕“时”、“事”、“利”标准“过滤”信息    二、采写环节：
选择消息来源、事实进行初步建构    三、编辑环节：再次“过滤”风险与“建构”主流价值观    四、
见报反馈及自我审查的向下流动  第二节  案例分析：编辑部内部的自我审查    一、重要信息变形、流
失以构建“合法化”框架    二、真实信息的“偷渡”与传达    三、新闻报道的安全实现及样本意义    
四、小结：编辑部自我审查对新闻报道内容的影响第五章  自我审查：规训与抗争的博弈  第一节  编辑
部内的话语管理机制    一、自我审查是我国新闻编辑部内的话语管理机制    二、自我审查体现出新闻
“把关”的积极意义    三、自我审查增加了报道可能性、拓展了新闻实践的边界  第二节  警惕自我审
查的消极面    一、自我审查“过滤”敏感信息，导致信息流量不平衡    二、自我审查建构“合法化框
架”，削弱信息矛盾张力    三、自我审查加剧了部分记者的“犬儒主义”  第三节  拓展新闻生产的弹
性空间    一、保持清醒，防止自我审查“惯习”化为新闻常规    二、“把关上移”，将自我审查留在
编辑部内    三、完善薪酬补偿体系，弥补记者的经济损失    四、巧妙利用情势，借力化解风险    五、
发展行业支援，鼓励“民间奖励”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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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编辑部内的话语管理》

编辑推荐

传媒业自身的话语管理，对于中国的新闻事业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刘旻编著的《报纸编辑部内的话
语管理》尝试以“自我审查”为切入口，试图深入媒介内部，从新闻生产主体（媒介组织和从业者）
的角度，研究从业者如何在回应、平衡外界对媒介话语权的利用与争夺中，进行日常的新闻生产。这
个过程既有妥协，也有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    从研究层面来讲，自我审查是一个中观选题，它上接
宏大的社会理论，下抵新闻实践的点点滴滴，牵连甚广。本书在不忽视外在控制对自我审查的根本性
影响之前提下，采用深度案例分析、深度访谈等定性研究的方法，主要从中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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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编辑部内的话语管理》

精彩短评

1、博论原题是报纸编辑部内的自我审查，勇气可嘉。作者多年新闻从业经历，弄到了一些有趣的内
部一手材料，可惜理论功力不足，没能很好地提炼出深度
2、这个博士论文干货有一点啊，今天加把劲读完。
3、毕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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