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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的环境新闻传

播方式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表现

在传统的电视新闻、报刊等逐渐

远离受众视线，而以手机为载体

的自媒体，如短视频、微博等自媒

体平台则更易被受众所接受。相

应地，环境新闻传播的形式与内

容必须要适应这种变化，以优化

环境新闻传播效果。

一、环境新闻宣传走向环境
新闻传播

环境新闻传播讲究交流与互

动。在第一阶段，掌握环境政策、

法律、技术、专业知识的传播者通

过媒体将信息传向受众，这也是

传统的环境新闻宣传；在第二阶

段，原本的受众可以将对环境政

策、法律、技术、专业知识的掌握

情况或对环境事实的新发现通过

媒体反馈给原本的传播者，方便

其做进一步决策，与此同时，由于

原本受众数量众多，在受众之间

也会形成环境新闻传播网。因此，

环境新闻传播与环境新闻宣传的

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环境新闻传

播摒弃了单一方向的信息传输，

构建起了各主体间信息交互的桥

梁。

自媒体时代，环境新闻交流、

互动成为可能，且愈发便捷，智能

手机的广泛使用以及各类自媒体

平台的出现使得专业的环境知识

更容易被受众接收，而原本环境

新闻宣传中的被动受众得以主

动表达，个体的声音更易于被大

众听到。此时，环境新闻传播可以

将“教化万民”与“舆论监督”相融

合，这也是信息公开与公民知情

权、监督权的保障。

二、注重环境新闻传播的客
观性、科学性、有效性

客观性指自媒体环境下所传

播的环境新闻应当客观真实。环

境新闻不是可以被人任意打扮的

小姑娘，失真的信息将导致错误

的判断，这就要求信息传播者要

审慎传播信息，确保信息客观真

实。客观性要求并不阻碍信息传

播者发表主观判断，但应把握好

观点表达与片面引导、煽动的界

限。

科学性不仅强调环境新闻内

容本身科学，也要求该内容展现

方式科学。自媒体使得个人在公

众面前自由表达成为可能，但是，

不可否认个体的文化水平及科学

素养存在重大差异。这就要求政

府、学者等掌握环境专业知识的

主体要作为首发传播者，构建起

科学的环境知识框架，并对其不

断进行填充，为受众进行科学表

达提供文化环境支持。在此过程

中，以科学的方式将环境信息展

现在受众的面前也是值得去考虑

的，如在大数据的支持下，精准地

向城市居民推送汽车尾气如何影

响健康，而向农村居民推送露天

焚烧秸秆如何污染空气是可行且

高效的。

    有效性指环境新闻传播应当

能最大限度实现现代环境治理体

系建设目的。这要求政府等主体

在环境新闻宣传中将大理论转化

为小道理，使受众知晓自身利益

所受影响，抑制邻避效应；公众通

过自媒体进行环境新闻传播时要

力求完整、全面地表达，实现积极

的合法目的；自媒体平台及网络

监管机关要承担网络平台维护责

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坚决清理

不客观、不科学的信息，但对于客

观且真实的信息切不可一删了

之，地方政府利益及形象的维护

不能以损失公众言论自由与环境

监督权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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