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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闻职业道德是新闻职业精神的外在表现，当前新闻界丧失职业精神和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越来越

多，对此读者已是深恶痛绝。市场经济原则“侵蚀”新闻理想，官本位和拜金主义“逼诱”新闻道德，采

编量化标准“挤压”新闻道德 ，惩处不力“助长”减损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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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是指个人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主要

生活来源的工作。而新闻职业，在社会分工中担

负着特殊的社会职责，是以新闻传播手段向社会

与公众提供新闻及其他各种信息服务，从而实行

社会调控和舆论引导的职业。职业道德，是指人

们在从事某一职业时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行

业行为规范。它通常通过人们在职业活动中处理

各种职业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职业观念、职业态

度、职业情感、职业作风，以及它们的社会效果

反映和体现出来。而新闻职业道德是以新闻职业

责任为核心的一个综合价值体系，是新闻传媒及

其从业者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应当遵循的行为和

道德规范。因此可以说，新闻从业者在其职业活

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关于新闻传播的一系列职业

观念、职业态度、职业情感、职业作风等道德现

象，正是新闻职业精神的一种外在表现。 

新闻职业道德，主要包括：提倡新闻真实，

反对歪曲事实；提倡公众利益，反对以新闻谋私；

提倡客观公正，反对个人偏见；提倡维护法律，

反对揭人隐私；提倡对社会负责，反对伤风败俗

等。集中表现为：敬业奉献、诚实公正、清正廉

洁、遵纪守法。对照而言，当前新闻界丧失职业

精神和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表现主要可以归结

为“五大害”，即“虚假新闻”“有偿新闻”（包

括“有偿不闻”）“片面报道”“挑拨是非”“无价

值新闻”。对于这些背离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

读者已是深恶痛绝，媒体自身和相关管理部门也

在不断反思、教育、整改，但却仍是“野火烧不

尽，春风吹又生”。那么，到底是什么在减损着

我们的新闻职业道德呢？除了新闻工作者自律

不够这一显而易见的内因外，还有一些“客观原

因”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是市场经济原则对新闻理想的“侵蚀”。

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但是，

这一原则应该也只能应用于经济领域，而不能移

用于社会领域，特别是负有“社会雷达”和“社

会监测器”功用的新闻领域。市场经济的繁荣给

社会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必然带来了见

利忘义、损人利己、图财害命、以假充真、短斤

少两、坑蒙拐骗等负面影响，使得人们的道德意

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等时时经受

着严峻的考验，新闻从业者也不能例外。 

既然市场经济信奉“等价交换”原则，而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一个人成功与否的评价，更

多地指向其经济收入，那新闻从业者往往会遭遇

这样的“心理困境”，是应该坚守新闻理想和职

业道德，还是应该昧着良心和道德多赚点钱？应

该说，在物质利益诱惑面前，能够真正坚守新闻

理想和职业道德“一法不染”的人，并不是很多，

更多的人，则是利用各种媒介资源，通过各种传

播手段，或堂而皇之地为媒体自身和小部门、小

集体谋取“正当利益”，或铤而走险变相地谋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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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当利益，甚至是非法利益。 

市场经济愈发达，社会分工亦愈高度精细，

道德规范多元现象便愈彰显，而道德多元也就意

味着某些问题上道德规范制裁力的趋弱。在这样

的背景下，新闻从业者本应该努力强化新闻理想

和职业道德，但可怕的是，许多人信奉“等价交

换”原则，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心安理

得地认为，既然“等价交换”盛行，自己付出了

那么多，吃一点、拿一点、占一点，甚至贪一点，

也没有什么不对。这种思想一旦扩散开来，就在

新闻工作者中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甚至成

为一种“潜规则”，让那些敢于坚守新闻理想和

职业道德者成为“另类”，出现所谓的“劣币驱

逐良币”的恶性效应。 

二是官本位和拜金主义对新闻道德的“逼

诱”。新闻记者是社会少数拥有话语传播权的人

之一，能够影响社会变动和历史进程。正因为如

此，新闻从业者更应该是“社会的良心”，也即

真正意义上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报

人”，能以报道或者逼近事实为己任，不以一己

之私而抛弃职业理想和专业精神。但如今的新闻

单位内部，一些掌控新闻报道生杀大权者，多是

对新闻一知半解的“领导”，也就是说，“官人”

正在取代“报人”主持报政。相应的，在新闻单

位内部，从业者更在乎的，不是业务能力有多强，

而是人际关系有多广、后台有多硬。当工作中遇

到问题或冲突时，几乎都是政治规律和经济规律

优先，而新闻规律与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被边缘

化的同时，采编人员也就不是一枝独秀的核心骨

干了。在下级服务上级，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原

则的氛围中，新闻工作的神圣感和使命感，以及

社会公众给予新闻工作者的尊重和地位，越来越

弱、越来越低。 

官本位盛行，新闻从业者不再甘心当好一个

记者、编辑，而是处心积虑地想当“官”，为此

不惜千方百计地钻营、“运作”，以求得一官半职，

使得以往至少可以独善其身的“报人”，个个变

成了权迷心窍的“官人”。再就是，一些单位以

市场化为导向，一事当前，先算经济账，对于社

会账、良心账则置之不理，以往耻于谈利的“报

人”，个个变成了“惟利是图”的“商人”。角色

和身份的错位，必然导致意识和行为的混乱。而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总编”们乐于追逐

权力、炫耀权力，记者、编辑们也唯权力马首是

瞻，渐渐养成一种“官僚人格”和“经济人理性”，

行政级别和经济效益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所谓

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也就被弃之若敝履了。 

三是采编量化标准对新闻职业道德的“挤

压”。新闻工作作为一种文化工作，最突出的特

点之一就是质要远远胜于量。而在现实市场中，

出于过度竞争的需要，许多新闻媒体对品质的追

求，已经让位于对数量的追求。最明显的表现就

是用经济效益指标来衡量一切。具体表现为采用

以给稿件打分为基础的记者考核机制和绩效工

资制度。在这种考评机制下，记者所得的工分就

是手中的奖金，工分越高，奖金越多，如果工分

完不成不但奖金少，甚至面临末位淘汰的危险。

在这种工分压力下，一些记者为了多得工分，得

高分，就根据报社制订的工分评价机制，要么凭

空捏造很有“卖点”的虚假新闻，要么对新闻事

实充气加水、拼接“仿制”，全然不顾新闻规律

和新闻道德。 

新闻考评制度是对媒体采编人员业务水平

进行考核的制度，是新闻媒介内部管理的评价和

激励机制，也关系到新闻媒介整体的发展方向。 

可以说，现在许多新闻媒体的考核标准，已经走

入了一个“误区”。表现之一就是过分追求商业

利益，为了争取广告，极力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

如给予庸俗新闻较高的考评分数，甚至在出现有

不利于广告商的新闻时，不予报道或歪曲报道。

这样一来，在定量考核的巨大压力之下，记者、

编辑不会干“吃力不赚钱”的事情，自然都朝庸

俗方向使力，商业利益就成为了一条底线，记者

采写新闻的空间实际上就被压缩了。一些记者、

编辑不能靠采编多赚钱，便动起了以稿谋私、以

版谋利的脑筋，只要能够完成考核任务，不至于

下岗，就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堤内不足堤外补”。

这样，实际上已经将自身对待新闻价值的态度改

变了，现实价值完全战胜了新闻价值。 

四是违反新闻道德者得不到应有惩处对减

损新闻职业道德行为的“助长”。这些年来，违

背新闻职业道德的事，每年都有一大堆，也引起

了读者越来越大的不满，对新闻工作者的形象造

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但与一些人违背职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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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对社会造成巨大负面影响相比，对这些人的惩

罚，却是轻得要命。如何打击和防范假新闻，多

停留在加强教育、严格把关、提高职业道德等层

面，而没有建立一个处罚体系。这就助长了一些

人违规的胆量，不惜以身试法。 

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不是空泛的、空洞

的，不是新闻从业人员想当然的事情，也不是光

靠教育就能行得通的，它有赖于一定的机制和制

度。只有在这些机制和制度作为外界环境和条件

的作用下，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才能收到良好

的效果。但应该看到，已有的一些规则、规定、

自律公约和规章制度，对规范新闻职业道德起了

很重要的作用，但还不够具体，可操作性还不是

很强。新闻作为一种社会权力，同其他权力一样，

如果缺乏必要的监督，也有腐败的可能。这就需

要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监督体系，从源

头上约束新闻工作者的“权力”，让他们在新闻

职业道德的底线内行事。再就是，要借鉴经济领

域治理造假行为的做法，从利益层面上加大对新

闻造假的打击和惩罚力度，即切断造假的利益链

条，让他们得不偿失，或者只有失没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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