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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比较理论视角下媒体从业人员日常交谈研究 

——基于成都市的调查 

朱亚希
1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近年来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进一步加剧了传媒业的“不确定性”风险,超强的身份模糊感与较低的

职业认同导致媒体从业人员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渴望与上级、同事以及同行展开交谈。借助社会比较理论并通过深

度访谈的方法,对成都媒体从业人员的日常交谈活动进行全面考察后发现:在日常交谈中,媒体从业人员常借助平行

比较来获取有利于新闻生产活动开展的资讯,并借由社会比较强化自我提升和自我改进的动机;在交谈话题方面,组

织强制性话题最能引发日常交谈行为;在交谈策略方面,媒体从业人员以自我保护性策略作为社会比较过程中的主

要应对策略。通过日常交谈和社会比较,媒体从业人员不仅强化了职业身份认同,而且情感和态度层面的改变也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其所从事的新闻生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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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进一步加剧了传媒业的“不确定性”风险,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便是媒体从业人员面对的

是一个竞争异常激烈、变化更加迅速的从业环境。有学者指出,当下媒体从业人员所处的从业生态总体呈现灰色状态,表现为工

作压力大、工作稳定性差、职业倦怠指数高、职业满意度与忠诚度下降、身份认同涣散等[1]。超强的身份模糊感与较低的职业认

同度导致媒体从业人员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渴望与上级领导、同事以及同行展开交谈。通过日常性的交谈活动,媒体从业人员不

仅能够获取有利于他们开展新闻生产活动的有效资讯,而且能够通过交谈维持工作中和生活中的良性互动,从而建立起良好的人

际关系,利于今后工作的开展。本文借助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 Theory),通过对成都市媒体从业人员展开分析,聚焦

并考察发生在媒体组织内部以及媒体同行之间的日常交谈活动。 

一、理论视角与问题意识 

语言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重要媒介,通过语言不仅能够交换资讯,而且能够维系社会网络中各个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

交谈作为口头语言交际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人际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是指经语言或其他符号将一方的讯息、意见、态度、知

识、观念甚至于情感传至对方的过程。 

组织是由无数个体所组成的社群,交谈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组织中的交谈现象无处不在,属于组织沟通的有机组成部分。

有学者在研究组织中的人际交谈活动时发现,日常人际交谈具有友情建立、影响力、社会交往和促进组织效能等功能[2]。此外,

也有学者指出,日常人际交谈具有一项重要功能,即与他人之间无意识地进行一种社会比较,当公开地比较自己与他人时,所获得

的资讯可以让人们减少尴尬与危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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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比较理论最早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Festinger 提出,他认为人们对于评估自己的意见与能力有着基本的渴求,当社会的

客观存在无法满足个人评估自我的需求时,人们会无意识地利用他人作为比较的尺度来进行自我评价[4]。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社会

比较理论的内涵和边界不断被拓宽。从广义上讲,所有个人自我角色与他人互相比较的过程,皆可称为社会比较。 

目前学界对于社会比较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比较类型和社会比较动机两大层面。关于社会比较类型,学者们通过不断

探索提出了多种理论假说和模型。社会比较中最常见的比较类型是平行比较(similar comparison),即当社会情境不明确的时候,

人们往往会选择相似的他人作为比较的对象。除平行比较以外,上行比较和下行比较也是社会比较中较常出现的两种比较类型。

Suls 等人较早地提出了上行比较(upward comparison)的观点,该观点认为,上行比较的目的在于寻找到与优秀个体之间的差距,

从而满足自我提升和自我改进的动机[5]。Collins 随后对上行比较进行了进一步拓展,提出上行比较基于预期目标的不同可能会

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效应:对比效应(contrast effect)和同化效应(assimilation effect)
[6]
。与上行比较不同的是,Wills在前

人研究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全面、系统的下行比较(downward comparison)理论,他认为当人们感知到外界和内在受到威胁时,会

倾向于与比自己差的人进行比较,努力让自我威胁感降到最低并从中获取成就感[7]。 

除了平行比较、上行比较和下行比较之外,内群体比较(in-group comparison)与外群体比较(out-group comparison)也是

社会比较中另外两种常见的比较类型。Tajfel 和 Turner 将群体界定为“一些个体的集合体,这些个体把其自身觉知为同一社会

范畴的成员,并在对自身的这种共同界定中共享一些情感卷入”[8]。内群体和外群体则是依照人们的归属感对自身所在的社会群

体作出的一种划分。群体内成员通过与群体外成员的日常交谈,可以比较得出自己在群体中处于何种位置以及自我所在的群体是

处于何种地位。与此同时,群体间的社会比较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建立或削减群体间的身份认同。当内群体与外群体之间相似度

高时,有效的身份认同就建立了,反之亦然。另外,当社会比较结果是我属群体(one’s own group)优于外群体时,群体中的成员

往往会更具有优越感,自尊感往往较高;反之,群体中成员就会更加沮丧,自尊感往往较低。 

在社会比较动机方面,目前学界较为公认的三大动机分别是自我评价(self-evaluation)、自我提升(self-enhancement)和

自我改进(self-improvement)[9]。自我评价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形式,是指个体要认知、评价自己的能力、特点以及自己所处的社

会地位,总是需要自己与相似的人进行比较后才能更好地得出结论,换言之,自我评价的目的在于自我了解以及自我界定

(self-defining);自我提升又被称为自我增强,是指个体有着积极看待自我的基本愿望,在此诉求驱使下,通过下行社会比较能

够产生一种积极的自我觉知,满足比较者自我提升的诉求;自我改进是指人们企图利用上行社会比较让自我变得更好的心理历程,

通过“力争上游”促使自我效能感得到有效提升。 

基于上述梳理,本文试图引入社会比较理论作为理论分析视角,并主要探讨以下问题:(1)媒体从业人员在与媒介组织内部的

同事以及与同行展开日常交谈过程中,是否有意识地进行着一种潜在的社会比较?这种社会比较有哪几种基本类型?能够满足其

何种动机需求?(2)媒体从业人员借由日常交谈进行社会比较时,在话题选择和比较策略上有何特点?(3)媒体从业人员的日常交

谈活动以及社会比较行为会对他们所从事的新闻生产活动产生何种影响?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采取社会科学质化研究中深度访谈法这一方法,此方法虽然获取的样本数量较少,但对于初探性研究

来说,概念性的问题可以不受限制,反而能得到更多样性的答案。在抽样方式上,本文选择非概率抽样中滚雪球抽样这一方法,最

终选取成都市内媒体从业人员共 20 位,囊括了平面媒体记者、编辑,电视台记者、编导和网站编辑等各媒介类型。在 20 位受访

者中,男性共 14位,女性共 6位,其平均年龄为 31岁。其中,媒体从业经历最长者从业年限达 21年,最少为 1年。 

三、研究发现与讨论 

本文将从社会比较的类型、动机、话题选择、谈话策略、结果等方面对成都市媒体从业人员日常交谈中的社会比较行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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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探讨和解读。 

(一)比较类型:通过平行比较获取资讯,内群体与外群体比较时态度截然不同 

研究发现,在媒体从业人员通过日常交谈所进行的社会比较中,平行比较这一比较类型的数量最多,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平行

比较来获取新闻生产活动中有用的资讯。通过日常交谈,媒体从业人员能够获知同行日常新闻处理的方式、其他媒体组织的内部

组织规范以及各种八卦消息等。与此同时,通过平行比较能够有利于自我工作的有效开展。 

“我平时交流的比较多的就是和我报社关系比较好的同事,然后就是和自己跑同一口子的其他报社的朋友。和他们交流我可

以知道他们最近在关注哪些新闻,还有什么可以做的,特别是关于我们口子的新闻,一有什么消息大家都会互通信息。”(受访者

3) 

“我经常问我朋友他们报社最近有什么新的要求,比如什么内容不能触及,什么内容该采取什么样的要求去报道。通过和他

们沟通,我就发现其实大家面临的形势都差不多,你懂的,现在的新闻太不好做,除了宣传任务还是宣传任务。”(受访者 19) 

此外,当内群体与外群体进行比较时,媒体从业人员态度往往截然不同。内群体和外群体比较常用于区别自身所在组织,同时

也通过社会比较强化自身组织认同,维护组织形象。Tajfei指出,组织认同是指组织内成员意识到他(她)属于某特定的社会群体,

同时也意识到作为组织成员带给自身的情感和价值意义[10]。在交谈过程中,交谈者往往不会过多奉承外群体,对于内群体的评价

多以正面态度为主,组织认同度较高。 

“每周一的例会,部主任都会对每周的同题新闻进行点评,虽然偶尔还是会表扬其他报社这个题目做的比较好,但大多数情

况都是肯定自己的属下,我们做得相对更好。”(受访者 14) 

另外,研究还发现,媒体从业人员在与内群体以及外群体通过交谈进行社会比较的过程中,比较的话题也不尽相同。在与内群

体比较时,同事间往往会选取工作层面的话题,比如对新闻的处理方式,对某些选题的看法。而在与外群体进行比较时,话题的选

择往往来源于生活中的一些琐碎事情,比如稿费、生活福利、同行八卦等。 

“我们同事之间或许会聊最近捕捉到的比较有做头的专题,但一般不会给其他网站的朋友聊,毕竟存在一个独家新闻的考虑,

万一他们比我们先做,我们就吃亏了啊。而与外面的人聊得更多的是同事和同行间八卦、福利、待遇等话题。”(受访者 10) 

(二)比较动机:通过交谈强化自我改进和自我提升的动机 

研究发现,当媒体从业人员有自我改进需求的时候,他们会倾向于与能力和经验优于自己的同事或同行前辈进行上行比较。

通过日常交谈,他们可以间接地找出差距,以便今后努力地向优秀的同事或前辈靠拢。 

“你看华西今天做的稿子没?” 

“没有啊,怎么了嘛?” 

“今天又被主任批了,说华西那个记者稿子又做的比我好,人家采访的就更扎实。” 

“哈哈,你又不是第一回挨批,人家那个记者好多年你才好多年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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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批我个人都莫得面子咯,你说我咋个就没得人家写的那么好呢?” 

…… 

(根据访谈对象会话进行整理) 

以上谈话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当人们具有自我改进的动机时,往往倾向于选择与比自己优秀的人进行上行比较以达到“同

化效果”。 

另一方面,由于传媒业是工作压力极大、竞争异常激烈的特殊行业,高负荷的工作量会导致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倦怠感,在这

个时候往往需要不断给自己以正面暗示,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途径就是经由日常交谈并采用下行比较的方式来实现自我提升这

一动机。研究证实,下行社会比较是媒体从业人员日常应对压力的重要方式。在下行比较中,比较者往往比被比较者在心理上更

有优势,常带有一种骄傲或轻视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往往导致日常交谈变成一种负面的、情绪化的交谈,其体现为通过负面评价他

人,树立一种自身优越感和自我认同,这种情况在资深媒体从业人员身上尤为普遍。当谈论起新进记者或者实习生的表现时,资深

媒体从业人员会带着一种轻视的语气或表情,比如其中一位受访者就表示: 

“老记者们往往会在一起时,就会讨论现在的记者水平一代不如一代,从而凸显出‘他们’这个群体的优越感。”(受访者 3) 

(三)比较话题:组织强制性话题更能引发交谈 

研究发现,组织强制性话题在所有交谈话题中更能引发媒体从业人员的日常交谈行为。有受访者表示: 

“媒体从业人员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工作时间长且面临各方面的压力,一般不太会主动地展开交谈,除非是在编前会、例会

和阅评会等场合。”(受访者 9) 

组织强制性话题之所以能够引起交谈并且进行社会比较,是因为在组织强制性话题讨论中个人可以找出自己在内群体或者

外群体中的位置,从而进行自我评价。另外,组织强制性话题在客观上传递着一种组织规范,而媒体从业人员在面对这一组织规范

时表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认同和抗拒。特别是表现出抗拒态度时,媒体从业人员更倾向于通过交谈来达成共识并采取抵

制行动。 

“比如某天某条新闻,我们大家都觉得那个记者处理得不错,可上面偏偏觉得不行,要求重新写不然就不给发,我们听了都不

以为然。”(受访者 7)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嘛,天天上头给我们说这个新闻不能报,那个新闻该怎么报,在私下我们都会吐槽。”(受访者 10) 

由此可以看出,强制性话题往往能够引发媒体从业人员讨论,并且通过比较对组织规范进一步加深认同或者产生抗拒心理。 

(四)比较策略:以自我保护性策略为主 

研究发现,媒体从业人员在日常交谈中不可避免地进行着社会比较,而社会比较的结果往往又不尽如人意。在社会比较进行

过程中,如果其中一方处于劣势的时候,交谈时处于劣势的一方往往会采取保护性的交谈策略来维护自尊,这些保护性的策略主

要包括逃避比较、选择新的比较维度与反向性自我维护三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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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受访者都表示自己曾经在不同场合使用过逃避比较这种保护性策略。受访者 4表示:“每当交谈的一方有意或者无意

地谈论自己取得的成就多么突出,表现多么不错的时候,交谈另一方一般会选择转移交谈话题从而逃避比较。”Brickman 和

Bulman 指出,当谈话双方在某一个维度上进行比较时,其中一方如果意识到自己处于劣势,通常采取回避比较的策略来应对负面

的、消极的情绪体验,以降低负面情绪带来的困扰[11]。 

选择新的比较维度是进行社会比较过程中保护自我的另一种常用策略。这种策略主要是通过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

即重新选择与受到威胁领域无关的其他重要的自我价值来进行比较。Steele等人曾指出,个体在社会比较过程中一旦感知到自己

处于劣势或受到“威胁”时,就会逃避应对并优先考虑选择自己比较擅长的领域,重新设定比较维度,达到维护“自尊”的目的
[12]。 

此外,反向性自我维护机制也是被受访者所频频提及的一种保护性策略。在 Alicke等人看来,当个体在应对消极的社会比较

过程中,他们往往会通过反向维护的方式,即通过夸大他人的能力,贬低自我来达到维护自尊的目的[13]。这种策略的使用往往是在

感知到他人明显地优越于自己,而且不容易否认社会比较信息的有效性的情况下个体所采用的维护自我概念的一种有效机制。 

“我们媒体行业,论资排辈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一般有老同志在我们面前‘炫耀’自己的时候,一句‘是是是,向您老人家

学习的东西还太多’就敷衍过去了,反正尊重老前辈也不吃亏嘛。”(受访者 15) 

(五)比较结果:强化职业身份认同,增强职业互动与同行竞争 

Kroger 认为,认同是一种心理活动,代表着人们和他人比较后对于自身印象的描述与肯定[14]。身份认同是个人对于自己归属

于某个群体的心理认知活动,这是自我概念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面向[15]。个体与群体内其他成员基于对群体成员身份的知觉,以相

近的方式认同和评价自身。群体成员对“我们是谁”、“我们拥有什么样的特征”、“我们应如何与其他群体成员互动”以及

“我们和其他群体的区别”等一系列问题有着相同的感知,正是这种群体成员身份体现了集体自我的建构——“我们”与“他

们”[16]。媒体从业人员作为一群特殊的从业者,必须长期面对超长的工作时间、同行竞争的压力以及社会舆论的不理解。因此,

媒体从业人员是各个职业工种中发生日常交谈行为最为频繁的群体之一。媒体从业人员通过日常交谈能够了解同行与自己工作

的相似性,并且能与一群处于类似情境中的人展开比较,从而让自己更了解自我职业特性,达到形塑职业身份认同的结果。 

研究发现,受访者如果整日处于紧张焦虑的工作状态时,多数受访者会通过日常交谈来降低自我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感,不过

前提是他们只会与同行中这种处于类似工作情境的人进行讨论。 

“你知道我们记者的工作性质嘛,真的就是新闻民工的命,特别是刚刚踏入媒体这个行业时非常不适应,每天晚上我都会回

家和大学同学在 QQ 或者微信上聊天、吐槽。当得知朋友那边也是差不多的情况时,我好像没那么压抑了。对于我们这种新记者

来说,不仅在报社内部受到老记者们的‘另眼相看’,甚至有的时候采访对象看到我们是新人都会给我们气受。”(受访者 7) 

受访者 7是刚刚工作半年的记者,在这半年时间中历经了从最初的不适应到逐渐适应的过程。访谈时,受访者 7表示:“我职

业身份认同的强化就是通过与同样是从事媒体工作的同学展开日常交谈而实现的。”此外,在接受访谈的所有媒体从业人员中,

大家不约而同地表示通过日常交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区别出“我们”这个特殊群体的身份特征,从而进一步强化“我们”之间

的职业身份认同。 

研究还发现,媒体从业人员通过日常交谈和社会比较,不仅增强了人际互动,而且导致了同行间竞争的加剧。具体来说,媒体

从业人员这个特殊群体需要与同业人员展开交流获取有利于今后工作开展的资讯,而且与不同媒体间从业人员维持互动和建立

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有利于日后工作的开展。然而,传媒业是一个充满高度竞争的行业,因此媒体同行间在日常交谈和社会比较的

互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关乎彼此利益的话题,当交谈话题涉及到自己和自己所在单位核心利益时,交谈行为就会终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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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受访者通过跑独家新闻的例子进行解释: 

“记者都有这个经历,每次通过交谈得知哪个同事和同行又跑到了‘独家’时,是又嫉妒又不服气,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我

碰不到这样的好新闻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我们和同行聊最近哪些新闻可以做时,如果觉得这条新闻可以变成我的稿子,那我

就不和你聊这个了,一般会选择重新换个话题。”(受访者 1) 

由此可见,媒体从业人员在掌握到独家线索时,就会特别小心翼翼地避谈这部分,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同行间竞争无处不

在。 

(六)通过社会比较,对新闻生产活动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如前所述,通过日常交谈和社会比较,媒体从业人员能够强化职业身份认同。众所周知,媒介从业人员本身作为传播活动的传

播主体,他们身份的特殊性影响着其所从事的新闻生产活动,媒体从业人员间的日常交谈活动,可以被视作一种传播者的“再传

播”行为。通过日常交谈和社会比较,媒体从业人员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对媒体行业从业生态的认知和评价,初步形成一种“共

识”,且这种共识往往是负面的。这种负面情绪迅速地在媒体从业人员中扩散,继而形成一种反制的力量并对新闻生产活动产生

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通过与 20位受访者访谈,大致可以归纳出这种负面影响的三个表现: 

(1)影响工作效率。通过日常交谈,媒体同行能够彼此获取和交换资讯,当得知自己所处的境遇更加糟糕时,往往会采取更加

消极的方式来表达不满,如开小差、装傻卖呆、暗中破坏、消极怠工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闻生产活动的效率和新闻产品

的最终呈现品质。“每次和其他报社跑同一口子的记者聊天时就发现,我们每次写得也差不多,为什么他稿分就比我高得多,再下

次我收到任务时我就会故意写差一点,等编辑给我改,反正我付出的也和我得到的没有成正比,何苦让自己那么辛苦”。(受访者

11) 

(2)怀疑角色价值。角色价值主要包括权利、名声、收入和专业自主权等。国内一位名记者曾经这样写道:“记者在中国是

很难作为一种终身职业,媒体人周而复始的动荡和流动使记者成为一个吃青春饭的职业。”[17]同时,加上近几年来对“新闻民

工”现象的探讨不绝于耳,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归属感和荣誉感淡薄,头顶早已没有“无冕之王”的光环了。有受访者表示:“每

次我们几个跑同一个口子的记者约出去吃饭,谈论的往往不是哪篇稿子做得好,最近又发生了什么大新闻,而一般常谈论的是你

这个月又拿了多少稿分,电视台的某某某又买了好车好房子,而你我都还在挣稿分。”(受访者 13)另外,有学者指出,“年轻化”

和“流动快”是当下媒体从业人员队伍最显眼的两个特征,很多记者、编辑都以“新闻民工”自嘲[18]。以上的这些表现与媒体从

业人员间进行的社会比较不无联系。一位有 15 年从业经验的主任记者这样描述道:“每次我和同行的那些同辈或前辈聊天时就

不禁感叹,如果我们当时转行不做新闻,现在该是怎样,那些早就跳槽的人里面,一个二个都比我现在混得好。”(受访者 9) 

(3)加深职业倦怠感。研究发现,社会比较对媒体从业人员职业倦怠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媒体从业人员由于工作特性,每

天与不同媒体记者朋友处在同一个时空,共同采访报道新闻事件,不经意间总是处在与同行进行社会比较的氛围中,如交换工作

上的资讯、收入、家庭信息等,所透露的资讯往往会激发彼此间进行社会比较的需求,再加之个体倾向于与自己有着重要社会联

结的他人进行比较。因此,媒体从业人员间的日常交谈活动往往存在着社会比较这一有趣现象。本文发现,越负面的社会比较越

容易导致职业倦怠感的产生。 

四、总结与不足 

媒介组织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面临着媒介体制和政治环境的双重制约。“和其他社会组织类似,媒介组织内部也有科

层结构、劳动分工和生产流程,因此,传播活动贯穿于这些结构、分工和流程之中,并且具体演示了这些结构和流程”[19]。本研究

发现,面临着诸多管控的媒体从业人员往往渴望通过与媒体内部人员(上司、同事)以及同行展开交流来获取利于他们发展的资



 

 7 

讯、维持互动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甚至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规避风险和释放压力。通过日常交谈,采取多种社会比较方式,媒体

从业人员在强化职业身份认同、增强职业互动、与同行竞争的同时,本身就作为传播者的媒体从业人员间的“再传播”行为也会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所从事的新闻生产活动,如影响工作效率、怀疑角色价值和加深职业倦怠等。 

毋庸讳言,作为一项初探性研究,本文还有很多不足。首先,由于本研究受时间和经费的限制,仅仅选取了 20名成都市内媒体

从业人员进行访谈,样本数量较少,且访谈对象中平面媒体从业人员居多,这就直接导致样本多样性不足,研究结果是否能够推广

到所有的媒体组织还值得商榷。其次,由于研究时间比较短,准备不够充分,以深度访谈作为本研究的起点,在研究路径上可能也

存在一定问题。最后,在研究设计上,未来是否可以聚焦到一个更为典型、更加微观的新闻生产场域,通过更为直接的参与式观察、

田野考察获取一手资料,这都是后续研究中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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