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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生产的媒介产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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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媒介产业的论著中，很多作者忽视了新闻报道的产业价值，甚至不承认新闻是一种媒介产品，更不承认新闻报道

是一种精神生产。新闻生产作为记者反映客观事实的加工活动，获得了不依赖于记者个人的社会形式，是地道的社会意

识的生产。意识生产作为脑力劳动的过程，其产品如果是新闻作品的话，就称作新闻生产，比广告、影视剧和其他文艺

作品更具重要的产业地位。  

(一) 新闻是真正的精神产品  

精神是社会的产物，是人们共同活动的结果，这和新闻是事实的产物，是媒介活动的结果完全一致。作为媒介和社会的

共同所有物，新闻绝不是记者在办公室里创作的,而是在社会中发现和加工的。记者必须走向社会，担挡描述者、介绍者

的角色，同新闻事件中的人物共同从事生产，但他是主要建构报道的人。在这种前后关系中，新闻不是记者的心理现

象，而是由人们的社会活动酿成的事件，反映出一定的意识内容和形式。  

新闻产品给人们一个精神示度，即展示客体现象的精神特征，让受众理解这一事件。我们把它称作新闻的示度。每一条

新闻都是记者用一定的意识形态把握事实的度，以一定的角度和形式把它刊发出来，让人们深刻认识这个事实。这种精

神生产通过对事件的加工，确定一个“报道客体”来显示事件的含义，示度事件的认识价值。显然，新闻的精神生产有

别于文学、影视、绘画等其他意识形式，其他意识形式由创作者个人“加进”他们的经验或观念，体现出较多的创作成

分，而记者对事实的加工，却大多看不到他们的思想显彰。因为新闻是由社会形成的，是社会性产品，总是以社会的形

式出现，记者的智慧则表现为机智的选择和陈述。  

严格地说，每一条新闻都是社会意识而不是记者的个人感受，因为记者的个人感受早就积淀了社会意识给予他的认识模

式。精神以社会形式而存在，作为社会意识的直接表现和结果，是人们社会活动的综合产物。每个大众或多或少地都需

要新闻，绝大多数人都能看懂、读懂新闻，媒体如果没有新闻这种产品，不仅会大量流失受众，而且会远离现实生活，

不再成为高效率的精神生产方式，利润自然会降低。这就是为什么同等规模的出版社没有报社的利润高，因为后者从事

的不是新闻生产。  

（二）新闻生产的社会价值和产业地位  

新闻作为一种意识生产，如果不能产生价值，不会进入流通领域，成为商品。新闻创造了再现与评述时事的意识形式，

使人们获得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成为一切精神产品中最基本、最具前提性的产品。这种价值使新闻在整个人类生活中

产生一种“看穿”与“看遍”世界的作用，随着历史的发展、也随着媒介的先进程度，人类对它的依赖不断加强。  

精神生产的任务在于说明，个人如何参与社会生活，成为社会关系的积极主体，认识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经济发展、

政治运转和国际关系都从新闻报道中获取重大信息，就连普通人找一份工作也须先浏览一下报纸，新闻和广告对他可能

大有裨益。可见，新闻生产揭示了每个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追求，以便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  

新闻生产提供的认识价值使人们抢着购买报纸，收看付费电视，踊跃地消费新闻。受众从媒介上了解的任何一条有价值

的信息都能提供知识，知识再转化为能力，随后产出财富。媒体利用新闻在市场上出售知识，自然是当之无愧的精神产

品。大多数经济学家把精神生产归于所谓“非生产领域”，实际上是摒弃了“精神生产”这个术语。另一方面，有许多

经济学家却与此相反，有意忽视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其中包括精神生产）之间的原则区别。  

在当今社会，精神产品引领经济变革是巨大的，各国思想库通过媒介出售它们的成果往往是以新闻的形式完成的，其

中，经济信息占有很大的比重。经济学领域正在研究使精神产品对物质生产日益发挥作用，产生了对精神生产定义的最

大困惑。本文认为，精神生产就是媒介生产，构成现代知识经济的基础。新闻生产则是精神生产的粗加工，为现代知识

经济提供了直接原料，可把它视为初级媒介产品。  

新闻生产还表现为社会管理的重大价值。从国家的新闻发布会到政府官员对新闻信息的追踪，特别是对媒体上各种最新

思想成果的吸纳，都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国家机构借助媒介了解社会动态，协调社会各部分的活动，以新闻报道管

理整个社会。新闻生产在某种意义上说，给国家提供了决策的思想，这种决策成果及原料是重要的管理产品。  

如果说新闻生产是从社会关系或精神活动的社会形式方面进行的，那么它又是从媒介产品的层次性来设定生产程序的。

没有新闻生产，其他媒介生产都很难进行。报刊、电视因为有新闻，才有广告、文艺性栏目或影视剧的生存空间，没有

新闻生产的媒介，其他媒介生产根本无法进行。世界上没有一家只登广告的报刊，也没有一家只上演影视剧的电视台。

上个世纪初，美英大量出现的广告和音乐广播电台很快都倒闭了，今天以播出文化作品为惟一定位的阳光卫视，每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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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不敷出，没有时事新闻注定了它的困境。  

新闻产品、广告产品和娱乐产品是当代新闻媒介生产的三个层次，新闻生产占有首要的地位。提高新闻产品的质量，是

奠定媒介产业的基础，不在做好新闻方面下工夫，媒介产业的根基是脆弱的。  

（三）新闻生产的社会结构  

新闻生产的结构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组成了精神活动联系的若干环节。人们在新闻

活动中的相互关系，也像任何其他社会关系一样，获得了某种制度的形式，由社会制度和适应它的劳动行为构成的。在

新闻生产领域，劳动的制度性表现为产品的标准，即新闻作品的表述特征及社会影响一般需要社会制度的容纳，否则，

它就难以报道和传播。  

新闻生产的社会结构像物质生产一样，总是彼此处在一定社会组织中，由一道道工序和管理部门的统辖来完成。也就是

说，新闻生产不是由记者个人完成的，社会的新闻管理部门制订了生产方向，新闻媒介拟定了组织计划，接着由记者采

访写作和编辑们加工，最后将精神成果载体化。新闻传播后，又有受众和监督部门制约它的社会效果。在这一结构中，

新闻管理部门负责生产原则，给媒介指定报道的标准，记者则是产品的主要完成者，是生产的关键性主体。虽然新闻生

产关系是在物质生产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但它建立了相对独立的社会体系，有特殊的流程和操作。这种体系，是新闻

生产和消费的耦合。  

把上述体系拆解开来，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还可以把新闻生产的社会结构表述如下：  

（1）新闻生产经理人与社会管理机构之间的关系；  

（2）新闻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3）新闻媒体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  

以上三项作为新闻生产结构的三个部分，始终贯穿互动性和制约性。在社会分为对抗阶级的条件下，新闻生产的经理人

及其生产者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或阶层，而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附属群体，通常是掌权阶级的某一部分。这个阶层的存

在不仅受职业分工，还受其阶级或阶层的制约。显然，新闻生产除了主要为大众服务外，还可能成为巩固某种阶级利益

的特殊群体。这时，它并不直接与经济目的相一致。所以，新闻媒介的产业化虽是经济行为，但最终要服从于一定的阶

级或阶层的政治目的，新闻生产在根本上是一种政治性生产。  

在一些国家，新闻生产造成了一种独立于任何阶级、阶层之外的假象，记者提出的思想和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或阶层

的关系，通常逃过了人们的注意。管理能力在历史上都被说成是思想本身，而不是具有这些思想的人的行为。不顾生产

新闻的条件和它们的“被管理”， 宣称这些思想的独立化，是过去和现在某些思想家产生的哲学幻想。在阶级对立的社

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统治阶级利用媒介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赋予自己的思想以

普遍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理性。实际上，它们所掌握的新闻媒介正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把

新闻生产变为宣传工具。当进步的阶级代表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时，代表大众利益的新闻媒介才能产生，新闻生产才真

正成为整个社会生产的一部分。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各个阶级或阶层的关系也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新闻报道具有了真正

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广大公众才真正愿意消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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