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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 大 的 时 代， 需 要
更加全面、准确、真实、
深刻的记录者和传播者，
而女新闻工作者正以独
特的方式，撑起我国新
闻事业的“半边天”。《中
国新闻业年度观察报告
2014》就显示，全国新
闻从业者中女性占比高
达 51.5%。不论是在备
受瞩目的两会会场，余
震不断的灾区现场，还
是在乡村振兴的广袤田
野，都能看到女新闻工
作者的身影。她们感性、
细腻，善于倾听；她们
自信、从容，勇于发问。

为进一步展现湖南省
女新闻工作者在社会发
展过程中的进步和担当，
11 月 8 日，第 22 个记者
节到来之际，在湖南省新
闻工作者协会的指导下，
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专业
报分会推出“湖南女记者
佳话”大型全媒体报道，
通过讲述湖南老中青三
代女新闻工作者的故事
和经历，展现新闻传播领
域的巾帼亮色，也希望
通过她们的经历与视角，
见证共产党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的中国故
事和时代华章。

同时，省新闻工作者
协会专业报分会还开展
了针对全省女新闻工作
者统计调查工作，邀请
传媒、女性研究等领域
的专家制作问卷表，对
近 1500 名 在 湖 南 各 媒
体平台任职的女新闻工
作者的工作、生活进行
了问卷调查，通过分析
她们的职业现状、面临
的机遇与困境等，我们
看到了一个对职业充满
自豪感，追求男女平等，
敢 于 突 破、 好 学 上 进，
同时也为平衡工作家庭
而焦虑，睡不够、忙不停，
但还是愿意坚守理想信
念的湖南女新闻工作者
群体。

女新闻工作者自信也自豪

从此次问卷调查结果来看，湖南的女新

闻工作者呈现出从业人数越来越多、职业

能力越来越强、自我认同感越来越高等特点，

但同时在评优和晋升方面仍面临一定障碍。

在接受调查的 1500 名受访者中，32.9%

为记者，30.6%为编辑，此外还有编译、播

音员、主持及新媒体运营者等。受访的湖南

女新闻工作者中，党员占比达到 48.1%。

调查显示，大多数湖南女新闻工作者充

满自信，超过半数的人对女性从事新闻工作

持正面、积极评价。她们中的大部分人认为，

女性在开展社会公关活动、实际调查研究、

了解社情民意并把控舆论导向、掌握现代化

报道技术以及经营管理能力上不输男性。值

得一提的是，有 20.6% 的女性认为自己在处

理人际关系上比男性更有优势，比如女性更

认真细致、更值得依赖、更容易得到采访对

象的配合等。 

不仅对自身能力充满自信，湖南的女新

闻工作者对从事新闻工作也感到自豪。大部

分调查对象认为这是一份充满成就感、创

新环境好、自主程度高的工作。43.4% 的人

认为能在工作中获得很多的成就感，43.8%

的人认为这份工作的社会影响力高，40.5%

的人认为拥有较多的主动创新机会，超过

50% 的人认为新闻工作自主程度高。

精神上自信自豪，物质上同样有“干货”。

大多数湖南女新闻工作者认为，新闻行业

对女性“友好”，职场性别歧视现象不明显。

特别是在“发表作品”“评聘专业技术职称”

上，六成受访者认为“男女机会均等”。

在以上的调查结果中，我们发现，湖南

的女新闻工作者对工作认同度高，对自身能

力自信，也认为行业内的“性别眼光”较少，

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关键的“职业晋升机会”

上，只有 36.9% 的调查对象认为男女升职机

会均等，32.5% 的人认为男性机会更多，还

有 21.5% 认为“不同岗位情况不同”。

平衡家庭与事业仍是最大焦虑

从自身能力和外部环境上看，湖南的女

新闻工作者状态相对良好，但她们也有“绕

不开”的烦恼，使其在职业生涯中面临更多

瓶颈。其中，排名第一的“焦虑”就是婚姻

家庭与工作的冲突。有 55% 的人认为婚姻

和家庭对工作有影响，其中10.1% 认为“影

响很大”。

家庭与工作难以平衡，是此次调查中，

湖南的女新闻工作者反映出的最大困扰。这

些女新闻工作者在回答如何“兼顾家庭与

事业”时，只有 25.7% 的人认为可以兼顾，

43.7% 的人认为“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

18.2% 的人认为“难以兼顾”。还有4.9% 的

人认为家庭比事业重要，大约 1.2% 的人认

为事业比家庭重要。

当职业兴趣减退，我们能做些什么？

除了家庭对事业的影响，新闻工作者本

身收入偏低、涨幅偏小，超半数调查对象对

工作的福利待遇满意度“一般”。而与之相

对的是工作量大、工作节奏快，经常熬夜加

班等，也让她们对工作产生倦怠。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一半的人在晚

上12 点睡觉或者睡眠不规律，69% 的人出

现了“睡眠不足”的问题。另外，因长期写

稿、剪片，56.4% 的人反映“眼睛不好”。此外，

因新闻工作追求时效，情绪紧张、肠胃不适

也是女新闻工作者较常出现的不适症状。值

得注意的是，在相对明显的“职业病”威胁

下，44% 的调查对象认为医疗保障不足，6.1%

人的认为“缺乏保障”。

工作量大是一直存在的问题。随着工作

年份的增加和年龄的增长，新闻工作的高精

神价值却在逐渐减退。此次接受调查的女

新闻工作者中，近一半的人坦言，新闻工作

曾带给她们职业自豪感，但目前在无可挽回

地递减。

不过，在此后的一对一深度访谈中，一

些受访者表示，在重大事件或特定事件发生

时（比如“两会”、突发公共事件时期），虽

然工作压力更大，但大多数人并不会因此感

到疲倦，相反职业倦怠更多地体现在日常的、

重复的工作内容中。

由此可看出，女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激情

与职业热情一定程度上需要被不断激发，在

这方面可以采取提供制度化的职业培训、增

加女性职业参与机会和晋升机会等方式。

女新闻工作者怎么看待“新媒体”

职业自豪感的衰退，与新媒体冲击下职

业环境改变带来的压力也有关。在调查中，

有 51% 的人认为新技术改变了原有的工作

方式，43.3% 的人认为明显提升了工作效率，

33.7% 的人认为带来了较大的适应压力。总

体来看，受访者承认新媒体给自己的个人工

作和新闻行业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压力。

在应对新媒体冲击的问题上，女新闻工

作者表达出了强烈的学习愿望。59% 的女性

从业者选择在工作中自学，32% 希望通过制

度性培训来掌握新技术。

由此，我们认为，湖南的媒体机构应该

多为女新闻工作者提供新媒体职业培训，通

过制度性培训帮助她们适应新的媒体环境，

从而更高效地工作。

“她们”的未来依旧可期

在骄傲与焦虑并存的局面下，女新闻工

作者对自己的职业前景都有哪些考量？如何

帮助她们走出焦虑呢？

本次调查涉及包括报纸、电视、广播、

新媒体、期刊等在内的湖南媒体。我们发

现，尽管有46.2% 的人希望将来尽可能换工

作，但半数的人只希望在本行业内变动工作，

33.3% 的人不希望变动，只有 17.3% 的人希

望在新的行业里寻找机会。由此可以看出，

女新闻工作者对这个行业可谓“又爱又恨”。

虽然有种种焦虑，但大多数仍然选择坚守。

“婚姻家庭与工作的冲突”是湖南女新

闻工作者最大的职业困扰，婚姻或小孩成为

其职业发展的一大分水岭，相当数量的女新

闻工作者表示愿意为了家庭和子女适当舍弃

自己的职业发展机会。

因此，针对女性职业生涯的“玻璃天花

板”以及客观存在的性别歧视与不公等问题

仍需引起重视。应继续提升女新闻工作者的

职业自豪感；对入职一定年限以上的女性新

闻工作者提供制度化的职业培训；针对生育

期女新闻工作者给予特殊政策和工作模式，

如居家远程办公、半天工作制等。

而针对女新闻工作者因长期加班导致身

体不适、职业自豪感有所下降、职业倦怠感

有所上升的情况，则应有针对性地跟进医疗

保障与良好的休息与激励制度。

“新闻是理想主义者的职业。”“铁肩担

道义，妙笔著文章。”无论如何，这仍然是

一个奉献的职业。如何让奋斗的她们更加激

情地走下去，值得我们认真关注。

女新闻工作者的自我职业评价。

女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满意度。

女新闻工作者如何看待自身的职业机会。

女新闻工作者面临的职业困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