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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以来，“纸陷包子”事件、最毒后妈事件、海南香蕉事件、吃人水怪事件等虚假新闻混

淆视听。从本质上讲，是媒体颠倒了新闻与事实的关系，认为新闻是第一性，事实是第二性。 

假新闻大致有两种。一是娱乐圈里各种无从考据的丑闻、绯闻，有些娱记专靠这类新闻吸引大

众，以此维生；二是对社会热点刻意渲染，炮制能引起轰动的消息以提高媒体的收视率和发行量。

前一种新闻虽假，但闹婚变、耍大牌毕竟是艺人们的私事，也是其多发症与综合症，这类真真假

假、虚虚实实的新闻既满足了受众的窥视心理，又使某些心虚嘴软的明星百口莫辩，处于劣势。因

为大部分读者与观众都持有逆反心理，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心态的大有人在，更何况还有尚

未走红的刚出道者笃信“臭豆腐效应”，出于此种动机，以丑闻甚至是假新闻炒作自己知名度的也

不乏其人！凡此种种，都给不实、失实新闻的制作者提供了想象和制作的空间，并不愁市场的销路

与收视率。再者，写娱乐新闻的风险性几近于零，这也是娱记们左右逢源且往往得逞的原因。 

但第二种假新闻则关涉国家利益的大局，是大是大非的性质，这就不能听之任之了。忆当初，

“纸陷包子”出笼之时，正是一些外国媒体对“中国制造”及食品、玩具安全问题的质疑声一浪高

过一浪的时候。无形中，“纸陷包子”配合了国际上别有用心者的无端指责与非难。所谓食品、玩

具安全问题被无限放大，给国家的外贸及产品出口信誉带来极大损害。由于媒体从业人员政治上不

敏感，没料到产品质量问题会导致外贸上的纷争，经济摩擦又引起政治上的被动，严重损害了我国

的国际形象。这个重大失误的教训是相当深刻的。 

究其根源，无序竞争是最大的祸根。首先，利用了人们的猎奇心理，在媒体激烈的竞争中，猎

奇、揭秘、娱乐等软新闻备受青睐。为了在竞争中获胜，许多虚假新闻新鲜出炉，激烈竞争中的新

闻导向威胁到了新闻的真实性。其次，在“眼球经济”、“注意力经济”时代的大背景下，赢得了

受众的眼球就赢得了经济利益。在媒体的商业经营中，过多地重视了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社会效益，

过多地强调了新闻要迎合受众口味而忽略了新闻的真实性。同时，日趋白热化的竞争致使新闻的真

实性也受到了新闻时效性的挑战。媒体之间的竞争还主要体现在对新闻时效性的争取上，许多媒体

为了使新闻在最短时间内到达受众，放松甚至是放弃了对新闻信息的核查。 



新闻选择的价值取向使事实与新闻的关系本末倒置。媒体在采集和报道新闻时，往往带有明显

的价值判断。事实本身就被置于媒体的价值框架内进行加工，不符合媒体价值标准的细枝末节，有

时甚至是事实主体都被大刀阔斧地改造。事实成了新闻的“佐料”。尽管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绝大

部分具有职业操守，但不可否认，这支队伍中还有自律性较差甚至在道德底线以下的人。他们追求

轰动效应可以不择手段，编写一些真假难辨的消息，人为制造热点与焦点新闻并推波助澜、混淆是

非、颠倒黑白、扰乱视听，而且演变成一种法不责众的潜规则，直至给国家声誉造成负面影响，带

来无法挽回的损失。 

问题出在下面第一线，但根子还是新闻媒体的领导层在思维方式、工作方法的指导方针上存在

偏差与误导，缺乏合理的制度建设，在收视率评估体系和员工业绩价值评估机制上存在漏洞。比如

大搞单纯的收视率排名评比，一旦节目专栏的广告效益有所下降就立即叫停、下课。为了生存，有

些人就想起等而下之的对策。他们为了功利性目的，认为一切都是速成的，只要吸引了人们的眼

球，马上就可以财源滚滚而来，这就是所谓的注意力经济。为了迎合一部分人的媚俗之风，一些低

格调的选秀节目、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爆料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和黄金时段出现。这股不正之风就是

完全被收视率牵着鼻子走，以收视率高低论英雄造成的后果。 

电视节目的收视率标准只是一个起码的初步的评价，在此之上还应设置一些更高的评价标准体

系。结合国际模式，倡导绿色收视率，创新节目编播方式，中央电视台发挥了非常有意义的领头羊

作用。中央电视台在2006年初提出了“绿色收视率”的概念，杜绝媚俗和迎合，坚守品位，强调打

造频道品牌、精品节目和名牌栏目，把对绿色收视率的追求落实到每个栏目中。如《综艺快报》栏

目就提出加强对国家文化政策方针的宣传力度，加强主旋律事件、作品及人物的报道力度，坚决在

节目中摒弃“绯闻”、“隐私”、“追星”等不良因素。《综艺快报》还开辟了“典故”的版块，

在2分钟左右的时间里，突出节目的文化含量。2006年上半年，中央电视台平均收视份额达到36.0

7%，综艺频道的平均收视份额为3.17%，由此实现了收视率的科学、健康、 协调和可持续增长。 

地方电视台也开始注重文艺节目的人文关怀。上海文广新闻集团在《加油！好男儿》节目的选

秀过程中引入了主题设置，举办了“慈善”、“航天梦”、“军旅梦”等多个主题专场，在娱乐中

把主流价值观传达给观众，让观众在看节目的同时受到正确的引导和教育，也创下了较好的收视

率。 

在继续抵制低俗化的同时，电视新闻和文艺节目也进一步创新形式、调整编排，不断扩大新闻

和文艺节目的社会效益，为广大电视观众营造绿色的文化生活空间。其实各类电视节目都有其独立

存在的价值，仅举《夕阳红》节目为例，这一针对特殊年龄段观众的节目，面对的是只占全国人口

较少的一部分人，主持人亲和温婉，平易近人地对家长里短、方方面面进行报道，并介绍趣味性的

生活妙招绝招，宣传普及老年人的道德修养，颇受观众喜爱。由此可见，对观众要巧妙地引领，不

能居高临下式地填鸭，更不能一味地降格以求，迎合不健康的口味格调。绝不可以把新闻捆绑在利

润的战车上，任其带着跑。应该适当地与商业目的拉开一段距离，保持新闻相对的独立性。要做到

互相渗透、影响，达到双赢的目标。 



假新闻与失实报道一旦成了气候，要想遏制住是很棘手的，单靠行政手段往往奏效很慢，根除

它也需要综合治理， 法律手段、行政命令、道德自律和奖励机制的提倡与约束要形成合力，即要宏

观管理措施得当。 

电视业的市场化发展，使得电视节目的制作与播出机构、广告经营部门都越来越重视 “收视

率”这把重要标尺。随着电视频道和节目竞争的进一步加剧，创造高收视率已经成为众多栏目、节

目的追求。与此同时，各种意见褒贬不一，笔者认为“绿色收视”才是杜绝虚假新闻，保证新闻真

实性、创造和谐电视文化的根本保证。（作者单位  中央电视台总编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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