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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传媒与公共卫生事件的关系是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

每一次大规模疫情的暴发都推动着相关研究的深入。［1］在
这一领域，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是大众媒体如何传播健康
知识、引导舆论，以推动社会治理及公共健康事业的进步。

伴随着媒介的多元化和新式强传播主体的崛起，在面
临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各类型的媒体互相借力、资
源互换、优势互补，编织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传播网
络，覆盖互联网主流舆论阵地，在提高传播力的同时自觉
分工，差异化承担社会职能。

目前对于各类型媒体之间横向分工协作的研究已渐
趋成熟，但对于央地等各层级的媒体纵向间的配合与分歧
尚有研究空白。2022年上海新一轮疫情中的报道，为理解
主流媒体分工差异化趋势提供了一个窗口。本文从对这一

时期人民网（中央级媒体）和上观新闻（上海地方媒体）相
关报道的框架分析出发，探讨媒体如何构建疫情相关议
题，从其中异同一窥主流媒体发展新趋势。

二、文献综述
本文重点讨论央地媒体在报道框架方面的协作与分

野，关于这一问题，国内外学界已有一定讨论，主要成果主
要有：

（一）理论之维：新闻框架概念与特征
“框架”这一理论工具自被引介入新闻研究领域起，就

广泛应用在分析新闻事实的建构。戈夫曼（Goffman）将框
架定义为人们用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认知
结构：“它能够使它的使用者定位、感知、确定和命名那些
看似无穷多的具体事实。”随后，如吉特林(Gitlin)、塔奇曼
(Tuchman)、恩特曼（Entman）等学者将之施用于媒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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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分析新闻生产活动。［2］吉特林在《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
像》一书中将框架阐释为“关于存在着什么、发生了什么、
选择这样的问题有什么意义、在强调与表现时究竟应当遵
循怎样的原则”，他强调框架为持续不断地选择、强调和排
除。［3］这一阐释凸显了新闻框架的动态性和建构意味。

（二）媒体实践：差异化的媒介体系与框架惯例
众多经验研究已经指出国内新闻界并不是如传统认识

一般“铁板一块”，而是由于国内不均衡的政治经济格局，呈
现为一种分化的媒介体系。［4］一方面，地方间的差异塑造了
差异化的地方媒体格局，Ya-Wen Lei借助场域理论（field
theory）分析指出，在中国不同城市的新闻生产场域嵌入在
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中，这造成了地方媒体新闻生产上的
差异。［5］另一方面，央地间的权力分配也带来不同层级媒体
之间的区别。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国家”分权的时代背
景下，国内治理体系逐渐发展为分散的、错综复杂的多元
利益主体的状态，这也改变了主流媒体在其中的位置和职
能的行使。［6］在报道策略方面，有研究指出，在重大时政新
闻报道中，央视媒体的报道以短平快为特征，而地方媒体
则倾向深入挖掘；央视媒体采用宏大叙述，而地方媒体则
主打个人情感叙述。［7］这种“央地配合”能更好地实现主流
价值观的传播。 这些研究揭示了国内传媒体系的分化状
态。在这样的一个分化的媒介体系中，由于内部和外部的
推力，不同层级的媒体呈现出差异化的报道策略和职能行
使方式。

马克思指出，信息具有上层建筑和商品的双重属性［8］。
本文从信息的这种上层建筑属性出发，分析媒体报道对于
社会事实的建构方式。

理论层面，本文主要从框架理论切入，按本轮疫情发
生发展的时间顺序，以两家媒体报道的全样本分析为基
础，探讨二者在框架策略上的异同。

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获取
根据疾病发展周期，本研究截取本轮疫情由发现、增

长至开始回落的时间段， 以3月1日至4月28日这一上海疫
情上升期作为研究时段，以解放日报社推出的“上观新闻”
和《人民日报》建立的“人民网”报道为研究样本，二者分别
为地方主流媒体与中央主流媒体的新媒体端，具有较强的
研究代表性。利用Python抓取网络文本，根据“病毒命名、
地点、防治措施、治疗与应对结果”这一逻辑检索相关关键
词“新冠肺炎、COVID-19、奥密克戎、上海、疫情防控、核
酸、抗原、隔离、新增、方舱、物资、清零”，清洗无关条目，最
终得到上观新闻文本4995条、人民网文本1727条与疫情相

关的新闻报道文本。
（二）类目建构
为了研究上观新闻和人民网如何报道2022年3月1日

至4月28日的新冠肺炎疫情，本文从理论文献与文本本身
出发，以单个报道文本为分析单位，基于陈原一对H7N9新
闻框架的研究所提出的七个报道框架：疫情动态框架、医
学框架、防治框架、经济后果框架、法治道德框架、领导力
框架、其他框架［9］，并结合相关研究材料进行了针对性的调
整。本文认为，前三个框架可以统一归纳为疫情防治相关，
而经济后果框架则可以上升疫情对社会整体的冲击，同时
根据相关新闻文本还需要关注到主流媒体在应对突发疫
情时所作的舆论引导功能、以及对于全球疫情图景的呈
现。基于此，提出以下七个报道框架，使用DiVoMiner工具
辅助内容分析。

感染－防治框架：聚焦流行病感染的实时动态，以及核
酸检测、抗原自测、社会封控等社会面防治举措；

冲击－恢复框架：着眼于疫情对于社会既定运行轨道
的冲击或中断，以及社会尝试在疫情状态下对其秩序的恢
复，如宏观经济、企业生产、物资供应、就业、教育等；

责任－法制框架：强调对疫情防控期间违法行为的惩
治，和对防疫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违法行为如哄抬物
价、倒卖等；

参与－援助框架：聚焦大众对于防疫工作的参与和社
区互助、城市间物资援助、后勤保障等形象传播；

统筹－领导力框架：凸显党和政府在抗疫期间的领导
力，包括对内的工作会议和对外的疫情通报，以及有关疫
情防控整体政策、大政方针的宣传；

引导－呼吁框架：包括媒体社论、评论等内容，以回应
舆情、谣言澄清、民意引导、团结共识；

合作对抗－全球框架：着力展现全球其他国家的抗疫
措施与成果，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图式勾勒本轮疫情的总
体形势。

四、研究发现
通过分析，本文发现央级媒体人民网与地方主流媒体

上观新闻建构抗疫整体形象时遵循了不同的框架规律与
议题显著性。上海疫情状况作为众多议题之一，在上海本
地主流媒体上观新闻中占据了绝大多数报道议程，而人民
网作为央级媒体，具有更广阔的议题范围，因而“疫情”报
道数量（n=1727）远低于上观新闻（n=4995），并且报道内容
涵盖了全国其他地区的疫情状况。

在“疫情”这一媒体叙事下，以所有框架类目为总体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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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人民网与上观新闻报道框架占比

人民网报道 上观新闻报道

文本占比

（以所有文本

为总体样本）

框架占比

（以所有框架

为总体样本）

数量

文本占比

（以所有文本为

总体样本）

框架占比

（以所有框架

为总体样本）

数量

感染－防治框架 91.14% 43.69% 1,574 88.63% 28.44% 4,427

统筹－领导力框架 45.62% 21.87% 788 77.74% 24.94% 3,883

冲击－恢复框架 28.26% 13.54% 488 54.35% 17.44% 2,715

参与－援助框架 13.38% 6.41% 231 38.30% 12.29% 1,913

合作对抗－全球框架 12.62% 6.05% 218 14.10% 4.51% 702

引导－呼吁框架 11.93% 5.72% 206 29.21% 9.37% 1,459

责任－法制框架 5.67% 2.72% 98 9.37% 3.01% 468

框架类型

统计

媒体

本，人民网与上观新闻报道框架占比如表1所示。

总体上，二者在疫情报道的框架建构的侧重点上差异
并不显著，防治、领导力、恢复、援助均为前四个频繁使用
的框架。这是主流媒体在疫情报道中的客观要求，亦即起
到告知疫情动态，建立党和政府威信，稳定社会秩序等功
能。但在框架占比上，则可以看出两个媒体的框架建构的
差异。上观新闻的框架占比较为平均，而人民网的框架占
比则是感染－防治框架占明显的数量优势。这是因为上观
新闻的单篇疫情报道往往综合采用了多个框架建构，以充
分实现地方媒体职能，而人民网的单篇疫情报道则大多采
用单个或少数框架， 其中仅通报疫情动态的新闻占多数，
主要突出告知动态功能。

（一）感染－防治框架：现实的反映与建构
疫情时期健康传播的“感染－防治”框架分别以91.14%

（人民网）和88.63%（上观新闻）成为两家媒体疫情报道最
主流的框架。不同层级的两家主流媒体均选择此框架作为
主要框架，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媒体基础角色———传播
信息、反映现实与再造现实———的体现。

人民网与上观新闻的疾病感染与防治框架交相呼应，
完成了从短期疫情防控到中长期议程的编织，平衡了“信
息播发”与过度曝光带来的“媒介恐慌”。短期框架以数据
新闻的形式客观陈述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数量、个人
防护、居民区消杀、物资保障等。中期框架包括解封与复工
复产进度安排。长期框架包括防疫政策解读、长期医疗防
治传播等防疫事务。在长期框架中，人民网作为央级媒体

起到了旗帜作用，高屋建瓴传达防控措施，上观新闻多转
载相关消息并作出二次解读与
落地化实施。央地媒体三类框架
交织，构成了本阶段疫情防治与
后期长时段社会面对突发疫情
应对路径的完整叙事。

（二）统筹－领导力：框架交
织的主流媒体“组合拳”

主流媒体代表党和国家的
立场和形象，内容上追求立意深
远、表述准确。在互联网文化场
域内，主流媒体的话语有时会显
得过于生硬，但也发挥着一锤定
音的功能。两家媒体使用“统筹－
领导力” 框架，“统筹”“部署”等
语词被反复、高频使用，强调统
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统

筹发展和安全，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稳住经济、防控风
险、确保党中央的大政方针落实到位。举一纲而万目张，中
央主流媒体与地方主流媒体“统一思维”，把思想与行动统
一到中央部署上来。在这一维度上，主流媒体的“党的政策
传播者”职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过往研究认为中央级媒体对领导力框架的采用多于
地方媒体。［10］但本研究发现中，上观新闻使用的统筹－领导
力框架比例（77.74%）显著高于人民网（45.62%）。但以所有
框架为总体样本，二者比例大致相当（上观新闻24.94%，人
民网21.87%）。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由于过往研究往往选取
《人民日报》作为研究对象，而人民网作为《人民日报》的新
媒体版，新的载体拓展了传统的纸媒版面，使得人民网可
以报道各个地方的新闻动态，更多元的选题内容“稀释”了
领导力框架的比例。另一方面，官方意志为上观新闻提供
权威性背书，上观新闻作为地方媒体更聚焦于上海地方，
冲击－恢复、引导－呼吁等框架与统筹－领导力框架结合使
用，同时融合其他议题凸显地方主流媒体的特殊性。

（三）合作－对抗：本地与全球的图景建构
主流媒体中全球化图景的呈现框架，对公众建构并维

持关于城市空间的异质“想象”至关重要，从而塑造“本地
与全球”之间的共性与差异。［11］不同于以往各类疫情暴发
地域的特殊性，本轮疫情的报道明显关涉了“环球同此凉
热”的整体框架，将中国各大城市的抗疫措施、成果放在全
球语境下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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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这一框架的动因多源于本轮疫情发生发展、 冲击

刺激对象的全球性，以及愈发频繁的经济社会交往带来的
全球波动的紧密性。一方面，这一框架下的叙事也是一次国
家形象的构建，在对比与联合叙事的框架下，中国“宏观统
筹、生命至上”的形象正不断被强化放大。两家媒体的相关
报道多聚焦于感染人数与死亡人数的差异以体现抗疫原则
与手段的直观结果。另一方面，国家间抗疫政策与“效力”之
间存在差异是正常现象，但利用“差异”进行政治上的污名
化与攻击成了部分西方媒体的建构策略，尤其是本轮疫情
中上海在西方媒体的叙事中被塑造为“受伤的中国第一大
城市”，“警民对峙”“新冠清零政策重摧经济”也成为西方
媒体着重抨击的对象。在这一维度上，人民网（12.62%）作为
央级媒体起到激浊扬清的前哨作用，从“人权维护、经济稳
增长、职能部门平稳运行、政策令出有效、社会面动态清零”
等维度建构国家形象。上观新闻（14.10%）作为聚焦本地面
向全球的主流媒体，选择了类似的框架建构策略。“守望相
助、共克时艰”成为全球合作报道的主流基调。总而言之，
“抗疫”中全球图景的勾勒也是一种政治叙事与政治博弈。

这些规则与策略构成了全球叙事的核心，体现了媒体
就特定报道话题的框架积淀与叙事传统。通过分析隐于海
量报道文本背后抽象的框架规则，揭示了国际合作与对抗
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传播的动态过程和与国家形象建构
的方式。

（四）引导－呼吁：职能践履与回避
吴湘韩认为，建设性新闻的理念拓展了主流媒体发展

的空间，主流媒体可与政府或宣传部门形成良性互动，有效
提升引导力、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塑造力、服务力。［12］坚
持“主流媒体姓党”需要贯彻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党的
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
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丰富人民
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但在此次疫情中，出现了部
分舆情被回避与遮蔽的状况，从而激起群众自发性网络抗
争与展演。

作为现实社会网络的延伸，基于互联网与个人社交平
台的虚拟网络抗争已屡屡爆发，互联网情绪、舆论的集中
爆发，反映的是社会痛点，主流媒体如何回应成为现实难
题。记录上海疫情之下次生灾害的各类视频与新媒体文章
一时间获得现象级传播后遭删除，但舆论场的张力与撕裂
并未停止。对于防疫政策的争议，上观新闻则与人民网保
持了统一基调作出回应，引用权威信息来源与专业意见背
书政策的科学性也是一种引导舆论的策略。从统计数据来
看，上观新闻（29.21%）使用了高于人民网（11.93%）的引

导-呼吁框架频率，实质上也是针对上海本地爆发的民众
情绪进行纾解，体现出地方主流媒体的政民对话属性与传
播策略，在一定意义上上观新闻承担起了政府社会治理的
媒介功能。

（五）参与-援助：基层治理与地区互助
上观新闻所使用的参与-援助框架比例达人民网的两

倍以上，这一方面是对于谣言与民众关切的直接回应，另
一方面体现出本地媒体的动员与服务职能。首先，物资问
题直接关乎封控区民众的生活保障，与此有关的谣言与流
言也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需要本地媒体及时进行信息
公开，稳定民心。第二，由于区域间防疫政策的差异化，外
省市物资援助受阻一度引起民众愤慨，对于此类舆情的纾
解与引导，上观新闻采用了清晰的报道线索 “援助主体-援
助方式-援助进展与结果”的过程追踪与责任聚焦。第三，媒
介化时代，媒体已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路径之一，在人员
与资源匮乏的情况下，通过对社区自治的持续性报道，尤
其强调各区、镇、街道疫情防控中党员的先锋角色，意在对
疫情防控阻击战起到正面动员效果。［13］

与之对比，人民网则较少使用社区互助与市民参与的
框架，更多着墨各地医疗援助、重大基础防疫设施建设、社
会企业与保供主体相关报道，坚定全国一体、互助抗疫的
社会信心。同时，穿插讲述个体故事与心路历程，把握主
导，以“暖新闻”营造正能量的社会氛围。

（六）责任－法制：突发事件中的非常规叙事
对话性是“处罚类”法制新闻的话语文本属性。［14］人民

网与上观新闻均选择了较小的框架比例报道道德与法治
事件，并未表现出巨大的框架差异。两家媒体的责任－法制
框架报道，主要围绕中央“依法防控”的布局展开“劳动纠
纷处理”“处罚”“追责”三部分展开叙事，报道的犯罪行为
主要包括六个类别：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暴力伤医犯
罪、制假售假犯罪、哄抬物价犯罪、诈骗与聚众哄抢犯罪和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

对越轨与违法行为的界定及报道，一定程度上能够起
到警示与引导作用，如上观新闻对于处罚哄抬物价行为的
报道，直观回应了舆论关切的民生议题，起到了“稳大局”
的宣传引导作用，助推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行。责任框架下
的主要新闻叙事为“官员防疫不力遭追责”类新闻，则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民众的政治信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
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表明，2020年疫情肇始，公众对于政
府工作能力和政府公信力的关注迅速提升，民众对政府公
信力的讨论增多，“政府不作为”相关条目热度剧增，疫情
对于政府公信力总体造成了一定冲击。［15］本轮疫情中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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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层治理更是受到了极大考问，增强责任-法治框架宣
传，处理相关行政人员，亦是改善“央强地弱”政府公信力
格局的举措之一。

五、结论与讨论
媒体内容受到经济、政治、社会因素的影响，作为隐性

的媒介信息的新闻框架也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并在一
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解释媒体内容以及社会变迁。［16］

上海作为2022年奥密克戎疫情的重要疫区之一，3月
以来引起了中央与地方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为了更好地
理解主流媒体如何描述“抗疫图像”以及央地主流媒体之
间的差异， 本研究使用框架理论的视角， 从感染－防治框
架、统筹－领导力框架、冲击－恢复框架、参与－援助框架、引
导－呼吁框架、合作对抗－全球框架、责任－法制框架对人民
网与上观新闻疫情相关报道展开了内容分析。 研究发现，
在“建设性新闻”的总方针以及宣传与报道并重的原则之
下，作为中央主流媒体的人民网对于重大社会突发事件的
建构多从党的政策与抽象的大众福祉出发，作为地方主流
媒体的上观新闻则表现出更多的人情味，更频繁地回应舆
情；人民网以“感染－防治”作为主体框架，旨在准确有力，
而上观新闻平衡使用各类框架，意在温和传情。在大同小
异的策略之上，两家媒体分别建构出“全国一盘棋”与“保
卫大上海”的总体叙事，报道框架大同小异，又各司其职，
构成了本轮疫情中的主流媒体宣传图景。

通过以上结论，我们可以看到在全媒体深度融合，主
流媒体、自媒体、平台媒体“三足鼎立”的局势下，主流媒体
正在顺应新的媒介环境，在坚守“大而全”基调的基础上，
寻求凸显优势，积极拥抱新的传播格局。如人民网在疫情
中突出自己的信源优势，旨在以雷厉风行的独家信息再造
权威力量； 而上观新闻则在疫情中发挥自己的在地优势，
意图以正面报道引导舆论、维护社会和谐。在主流媒体留
下的传播空间里，自媒体、平台媒体、用户等传播主体也能
各司其职，补足主流媒体在垂直度、灵活性等方面的不足，
各类传播主体制造的各色信息充分涌流，共同构成新传播
生态。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受到主流媒体以往惯例、话语体
系与媒介定位的影响，公众在一定程度上对主流媒体的服
务性和对话姿态存有疑虑，对“权威发布”中的“权威”又格
外敏感，未来面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央地主流媒体如何
优化报道框架，对热点与敏感舆情作出恰切回应，是一个

需要进一步思考与解决的问题。此外，由于受研究时限与
疫情发展阶段的限制，本文仅截取了“感染新增人数达到
峰值”拐点前的媒体报道内容，对于疾病发展的后半程阶
段缺少对照分析，后续将会持续完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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