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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底，上海发生了一起沸沸扬扬的“团

团事件”。事情起因于 12 月 23 日上海电

台动感 101 的《音乐早餐》节目，在直播进行中，

一位听众给节目热线发了一条短信，内容是 ：“求

你们不要说上海话了，我讨厌你们上海人！”节

目主持人晓君将该短信念了出来，并即时评论道 ：

“……请你以一种团成一个团的姿势，然后，慢慢

地以比较圆润的方式，离开这座让你讨厌的城市”。

此言一出，迅速引发了轩然大波。一方面，不少

“新上海人”批评节目主持人出言不逊，对外地人

充满歧视和侮辱 ；另一方面，上海本地人则纷纷

表示支持晓君，他们在 MSN 等网络空间内挂上“I 

Love SH”（我爱上海）签名档，声称要保卫沪语

和沪语文化，甚至将来上海发展的外地人简称为

“硬盘”，呼吁将他们赶出上海。此事虽在晓君道

歉之后暂告一段落，但却折射出我国城市发展中

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 ：城市原有居民与新移民之

间的传播、沟通矛盾。

 事实上，外来移民大量进入城市是我国经济发

展到目前阶段的普遍现象，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

广州，城市新移民达数百万之多。就上海而言，最

新的统计数据是截至 2008 年年底，全市流动人口

达 642 万，相当于平均每 4 人中有一名外来人口。 

如此多的“新上海人”与“老上海人”汇聚到一起，

既增添了上海这座“移民城市”的生机与活力，也

带来了社会融入、城市管理、人际交往、社区建设

等方面的巨大挑战。在新的城市中，移民群体如何

使用和评价上海媒体？如何建构自己的人际传播网

络？如何与老上海人进行交往？这些问题都将影响

着他们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融入感和归属感，也关系

着上海的和谐与发展。

回顾传播学史，传播、媒体与城市移民之间的

关系是一个经典议题。早在 20 世纪初美国“芝加

哥学派”的传播研究中，考察新闻媒体如何促进外

国移民融入美国社会，促进美国社会大熔炉的建设，

就是核心议题之一，被称为“大众传播的第一个理

论家”的帕克为此专门著有《移民报刊及其控制》

一书。此后有不少研究集中探讨了外国移民的媒介

使用及对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的影响，证实移

民媒体（如种族语言媒体）、当地媒体和人际网络

对促进移民的归属感至关重要。 遗憾的是，虽然

我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问题和传播问题已经日趋凸

显，但该议题一直未能在中国传播研究中得到应有

的重视，尤其是相关的实证研究尚付阙如。因此，

本文希望通过在上海进行的实证调查，系统描述和

呈现“新上海人”的媒体使用和人际交往，以期为

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以及上海城市的发展进步提

供有益的参考。

本次调查采用电话访问方式，共随机访问了

448 名年龄在 18 周岁以上的上海常住居民，其中出

生在上海的本地人 222 名，出生在外地后迁入上海

的“新上海人”226 名。在接受访问的“新上海人”中，

男女比例大致相当（男性占 48.2%，女性为 51.8%），

平均年龄 36 周岁（比本地上海人低 9 岁），在上海

居住的时间平均为 13 年（其中 85.7% 是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迁入上海的），近六成（57.3%）具有大专

以上学历，所从事的职业覆盖了政府公务员、企事

业单位管理人员、一般职员、专业技术人员、私营

城市新移民的媒体使用与人际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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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主、服务业人员、工人、学生等各行各业，具

有广泛的代表性。其中，39.7% 拥有上海市户口，

48.0% 在上海拥有了自己的房产。 

下面我们将具体描述“新上海人”的媒体使用

和人际交往，为更好地展现其特征，文中将与“老

上海人”进行比较分析。

一、“新上海人”的媒体接触习惯

首先，研究发现（见表 1）：“新上海人”群体

中最普及的媒介是电视，其次是报纸和网络，总体

趋势与本地上海人并无二致。但与“老上海人”相比，

“新上海人”对报纸和电视的使用比例都有较大下

降，而对互联网的使用率则反超 8.7%，使得网络在

“新上海人”中的普及率几乎与报纸持平。这一现

象应该与“新上海人”的人口结构有较大关系——

平均年龄更低，而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从媒体接

触时间来看，“新上海人”阅读报纸的平均频率（一

周 5.2 天）略低于本地上海人（一周 5.7 天），日均

收看电视的时间（134 分钟）与本地上海人持平（135

分钟），而上网时间（平均每天 180 分钟）则远高

于本地上海人（128 分钟）。由此可见，“新上海人”

使用互联网的程度比较突出，网络是他们获取信息

和了解社会的重要渠道，新老上海人之间的关系问

题因此也容易通过互联网获得该群体的关注及表

达。

表 1   三类主要媒介在新老上海人中的普及率（%）
上海人 新上海人 差异

报纸 81.4 68.2 -13.2

电视 86.5 78.3 -8.2

网络 58.6 67.3 +8.7

国外有关移民与媒体的经典研究指出 ：媒体

在缓解移民的“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促成

他们尽快融入当地社会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一方

面，由跨国移民群体生产的移民报刊或电视采用母

语，会使得初到陌生城市的移民产生亲切感，化解

初始的不适应 ；另一方面，随着他们生活时间的渐

长，本地媒体上有关当地新闻、风俗人情、就业信

息等各种内容，会帮助移民更好地加深对所在城市

的了解，适应当地的生活。因此，了解城市新移民

具体使用哪些媒体至关重要。调查发现 ：作为主要

由国内移民构成的“新上海人”经常阅读的报纸前

五位与“老上海人”完全一致（见表 2），依次是

《新民晚报》《新闻晨报》《新闻晚报》《解放日报》

和《文汇报》，均是上海本地编辑出版的报纸。这

说明 ：上海本地报纸对新老上海人起到明显的聚合

效应，因为较少语言障碍，“新上海人”并未像西

方研究所揭示的跨国移民那样依赖种族媒介（ethnic 

media），而与当地居民产生分化。这对城市整合应

该是一个利好消息，但也赋予上海本地报纸更大的

责任 ：应努力成为促进“新上海人”融入上海、加

深新老上海人相互理解的平台，而不应该渲染地域

差异，造成群体隔阂。

表 2   新老上海人最经常阅读的报纸（前五位）

及其阅读比例（%）
上海人 新上海人

1 《新民晚报》（30.6） 《新民晚报》（23.0）

2 《新闻晨报》（25.7） 《新闻晨报》（15.5）

3 《新闻晚报》（18.0） 《新闻晚报》（8.8）

4 《解放日报》（13.5） 《解放日报》（6.2）

5 《文汇报》（6.8） 《文汇报》（5.8）

与报纸的完全一致不同，新老上海人在最常

收看的电视频道方面则有同有异（见表 3）。一方面，

作为上海电视最强势的频道，新闻综合频道在新

老上海人中都高居第一，说明该频道对移民群体

具有较强的吸纳效应，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重

大新闻事件和热点话题，无疑可借助该平台得到

最广泛的传播，凝聚社会共识。但另一方面，除

了电视剧频道均名列第三外，其余几个主频道在

新老上海人中排名各异——以方言节目（如《新

老娘舅》《噱占上海滩》等）为特色的娱乐频道在

本地观众中人气高涨，但对新上海人的吸引力则

稍逊一筹。相反，央视一套和东方卫视在本地上海

人中并无优势（仅分别名列第五和第七），但在新

上海人群体中却跃居第二和第五。这说明，与报

纸相比，电视负载了更强的语言因素和文化色彩，

因此“新上海人”在总体上与“老上海人”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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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习惯有所聚合的同时，也更为“外向化”，会更

多关注全国性的电视平台。

表 3   新老上海人最经常收看的

电视频道（前五位）及其收看比例（%）
上海人 新上海人

1 新闻综合频道（58.6） 新闻综合频道（30.5）

2 娱乐频道（24.3） CCTV-1（15.9）

3 电视剧频道（19.4） 电视剧频道（14.2）

4 第一财经频道（14.4） 娱乐频道（13.7）

5 CCTV-1（14.0） 东方卫视（13.3）

这一特征同样反映在另外一组数据上。如表 4

所示，在总体依赖本地媒体的前提下，“新上海人”

会比“老上海人”更多地提及外地报纸和电视频道

作为他们经常接触的媒体，特别是对外地省级卫视

的收视。调查显示 ：在本地上海人中，仅有 0.9%

回答湖南卫视是他们最经常收看的电视频道之一。

而在新上海人群体中，这一比例则上升为 5.8%。根

据 CSM（央视索福瑞）的收视率测量仪数据，近年

来上海电视频道组整体对观众的吸引能力正在逐年

下降，而央视和其他省市卫视在上海市场的份额有

所上升，应该说这与新上海人的不断增多及其欣赏

口味的分散化不无关系。这也提醒上海媒体，必须

正视上海受众结构基于人口流动带来的变化，在尊

重不同群体需求的基础上提升媒体内容的品位与质

量。

 表 4   新老上海人“经常”接触中央和

外地媒体的比例（%）

上海人 新上海人 差异

全国和外地报纸 5.4 11.5 +6.1

中央电视台各频道 23.9 24.3 +0.4

外地卫视各频道 1.0 8.0 +7.0

二、本地媒体内容的关注度及评价

在基本的媒体使用习惯之外，对城市新移民归

属感影响较大的因素，是其对于本地新闻和本土娱

乐节目的关注程度。为此，调查中采用五级量表测

量，以 1 代表“非常不关注”，5 代表“非常关注”，

所得出的均值如下。

表 5   新老上海人对本地新闻和

方言节目的关注程度（均值）
上海人 新上海人 差异

报纸上海新闻 3.58 3.25 -0.33**

电视上海新闻 3.79 3.32 -0.47***

网络上海新闻 2.80 2.68 -0.12

方言电视节目 3.04 2.49 -0.55***

 （注 ：最右列的星号代表均值差异 t 检验的统计显

著性，** p<.01 *** p<.001）

由此可见，就报纸和电视而言，“新上海人”

对传统媒体上的上海本地新闻的关注程度已达到较

高水平（显著高于五级量表的中值 3），这表明他们

关心上海和身边发生的新闻 ；但另一方面，“新上

海人”对本地新闻的关注度明显不及“老上海人”，

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本地新闻的关注度均值都显

著更低。这表明，新闻媒体进一步强化“新上海人”

对本地新闻的关注度，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只有

“新上海人”更关心身边事、关心上海的发展变化，

他们的归属感和参与意识才会更强。

与报纸和电视不同，由于互联网是一个较少

地域色彩的媒介，所以无论新老上海人，他们对

于网上有关上海新闻的关注度都明显低于传统媒

体，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并不显著。而新老上海人

关注度差异最大的则是方言电视节目——本地上

海人关注度均值超过 3.0（其中表示“非常关注”

的就达 23.3%），而“新上海人”仅为 2.49（其中

表示“非常关注”的仅有 8.5%），这说明语言仍

是横亘在本土文化接受之间的一道鸿沟。近年来

《老娘舅》《噱占上海滩》等滑稽戏走红，“海派清

口”周立波崛起，看来还需要在吸引原本不熟悉

沪语文化的新移民群体上多下工夫，要探索如何

让“阿拉”、“乃伊做特”等成为全体上海人共享

的文化元素，而不是加剧地域差异，造成“团团”

等事件的文化壁垒。

从受众需求与满足的角度看，上海本地新闻

没有获得新上海人的足够关注，固然与其立足未

稳、缺乏归属感有关，但也可能缘于新闻报道的内

容。如果新闻报道能较多关切到新上海人的利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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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那么也更有可能吸引他们的关注，反之亦然。

因此我们在调查中特地询问了新老上海人对上海媒

体有关“新上海人”的报道是否充分的评价。结果

显示 ：“新上海人”的评价较为负面——仅有 21.8%

认为上海电视新闻对外地人或新上海人的报道“很

充分”或“比较充分”，24.4% 认为“一般”，而逾

半（53.8%）则认为“不大充分”或“不充分”；对

上海报纸而言，认为对外地人或新上海人的报道“很

充分”或“比较充分”的不足三成（29.1%），21.6%

认为“一般”，半数（49.3%）则表示“不大充分”

或“不充分”。

表 6 也显示 ：与本地上海人相比，“新上海人”

对媒体报道充分性的评价明显更为负面。但值得注

意的是，即便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对本地媒体有

关外地人或新上海人报道的充分性评价也不尽如人

意（均值仅在五级量表的中值 3 左右）。看来，上

海媒体在进一步加强对“新上海人”群体的报道，

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为他们鼓与呼方面，还有许

多工作要做。

表 6  新老上海人对本地媒体报道

“新上海人”充分性的评价（均值）
对外地人或新上海

人的报道是否充分 ：

上海人 新上海人

上海报纸新闻 2.89 2.71

上海电视新闻 3.02 2.56

三、“新上海人”的人际交往及其感受

当移民来到陌生的城市，首当其冲感受到的

是与本地人的交往，迎接他们的是温暖笑语还是冷

眼相向，往往比媒体塑造的“拟态环境”更为真

实，也更有影响。本次调查发现，有近三成（29.2%）

的“新上海人”家人全不在上海，可以想象他们

将面临在陌生城市中重新发展人际关系、改善孤

独感的心理需求。调查也显示 ：“新上海人”在与

本地上海人交往方面总体比较开放——仅有 13.7%

表示“不愿意”或“不大愿意”，25.2% 表示“一般”，

而绝大多数（61.1%）表示“比较愿意”或“非常

愿意”与本地人交流。那么，他们交流的“成果”

如何呢？

结果显示（见表 7）：“新上海人”在上海的朋

友明显以“新上海人”为主，有 12.1% 的“新上海

人”至今未交上一个本地人朋友，而近四成（37.2%）

的“新上海人”只有屈指可数（10 个以下）的上海

人朋友 ；相反，绝大多数（62.7%）的“新上海人”

拥有 11 个以上的外地人或“新上海人”朋友。由

此可见，绝大多数“新上海人”仍然是在地缘的基

础上发展其人际网络，他们虽然有着比较强烈的与

本地人交往的意向，但实际结果却只能算差强人意。

而“老上海人”方面，也有 26.1% 表示没有任何“新

上海人”朋友，两个社群之间的交流看来亟待继续

加强。

表 7  新老上海人的本地人朋友与“新上海人”朋友（%）
拥有本地

人朋友数量

拥有“新上海人”朋

友数量

上海人 新上海人 上海人 新上海人

1 个也没有 0.8 12.1 26.1 8.2

1-2 个 0.8 10.7 6.6 6.8

3-10 个 8.8 27.5 27.0 22.3

11-50 个 29.1 36.2 26.6 45.0

51 个以上 60.5 13.4 13.7 17.7

在 人 际 交 往 中，“ 上 海 人 排 外 ” 曾 是 不 少

外地人对上海的印象。实际情况如何呢？本次

调查特地询问了这方面的问题。结果显示 ：三

分 之 一（33.6%） 的“ 新 上 海 人 ” 坦 言 自 己 曾

在上海遭到过本地人的歧视（常发生于购物、

乘车等环节），而近三分之二（65.8%）的“新

上海人”表示见到过外地人被本地人歧视的情

形。有趣的是，在本地上海人中只有 48.4% 表

示见过此类情形，新老上海人在这方面存在显

著差异。但即便如此，老上海人回答的绝对值

也并不低，说明本地人对外地人的歧视行为的

确时有发生，这无疑会影响“新上海人”对上

海的融入感和归属感，也会造成两个群体之间

的误解甚至对立，在“团团事件”的讨论中就

牵涉到这方面的问题。无论如何，相互尊重——

不因地域、语言优势而贬斥他人，也不因刻板

印象污名化对方，是新老上海人都应该“有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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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之、无则加勉”的。

表 8    新老上海人对外地人是否遭本地人歧视的回答（%）
上海人 新上海人 差异

自身遭本
地人歧视

/ 33.6 /

见过外地人被
本地人歧视

48.4 65.8 +17.4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对“新上海人”媒体使用和人际交往的

基本特征进行了系统调查和分析，研究发现，作

为中国最大城市的新移民群体，他们的媒体使用

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融入了城市原有居民，表现在

本地报刊和主要电视频道是他们共同接触的核心

媒体。传播学家格伯纳曾指出，大众传播是缓和

社会各异质部分矛盾与冲突的“熔炉”（melting-

pot），在形成现代社会的“共识”方面有着巨大的

影响力。因此，本地主流媒体应当在促进移民整合、

推进社会和谐方面更有作为。

与此同时研究也发现，基于人口结构、文化

习俗和语言的差异，“新上海人”在媒体使用和人

际交往方面与本地上海人存在诸多明显差异。第

一，“新上海人”更倾向于使用互联网，更容易接

受外地报纸和电视频道 ；第二，“新上海人”的朋

友圈主要集中于“新上海人”，本地上海人的朋友

圈亦主要集中于本地人，跨群体的交流互动明显

不足 ；第三，“新上海人”更多地感受到本地人的

歧视。所有这些都显示了“新上海人”对上海这

座城市的融入感和归属感仍有距离，他们与本地

上海人之间的传播、沟通还存在相当的分化与隔

膜。

基于上述发现，我们建议 ：第一，上海的媒

体应当更加关注城市新移民议题，并切实加强对

该群体的深度报道。恰如本研究反映的，无论新

老上海人都对本地媒体有关外地人或“新上海人”

的报道不够满意，而只有如实、深刻地呈现“新

上海人”的生活、他们在上海的梦想、奋斗与观念，

才有助于两个群体之间更好地交流。反之，像“团

团事件”等一阵风波过后，传媒似乎都噤若寒蝉，

只会加重不同社群之间的隔阂 ；第二，本地方言

节目是弘扬海派文化、促进城市认同的潜在平台，

但应善用巧用。以语言为基础、融入上海百年变

迁和风俗人情的滑稽戏、海派清口等不仅让上海

人产生共鸣，也会使关心上海的“新上海人”发

生兴趣，关键是要在传播过程中体贴照顾到新移

民的情绪并满足他们的需求。例如通过“诙词典”

的讨论可以引发“新上海人”对上海话的关注，

2010 年春节期间《可凡倾听》的特别节目《阿拉

全是上海人》不仅囊括了卢燕、陈冲、毛阿敏等

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也请来蒲巴甲、马景涛等在

上海发展事业的“新上海人”，这样的设置也会让

外地人感到舒服。与此相比，部分方言节目不打

字幕就显得意识不足了 ；第三，影响“新上海人”

城市认同的重要因素还在于与上海人的日常接触

和亲身交往，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上海人”

都是上海的“媒介”，因此上海人要切实放下潜意

识里狭隘的地域观念，更加包容大气地对待上海

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外地人的进入，以更加开明自

信的姿态与外地人交往。长此以往，“上海人排外”

的刻板印象必然会烟消云散，而“新上海人”也

会更加融入上海，更有归属感。当然，“新上海人”

也绝不应该以有色眼镜看待本地上海人，而应学

会更积极、主动地欣赏上海文化，与上海人交朋友，

真心交流。这应该是包括上海在内的所有现代化

大都市在传播、沟通领域的必修课。■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信息

与传播研究中心。本文为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

科青年课题“传播基础结构与城市新移民的归属感”

的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 06JC86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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