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媒资讯网┆传媒学术网┆传媒考研网┆传媒博客┆传媒社区┆传媒书店

首页 动态 专题特稿 理论 实务 随笔 学人 期刊 法规 书坊 社区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网络时代新闻真实性的尴尬与悖论 

作者： 谢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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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的到来曾被很多人认为是真正民主化的开端。的确，网络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各取所需畅所欲言的平台，使传受

双方的即时互动成为可能。网络的这种开放性和互动性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受众接近媒介的权利。从理论上讲，媒

介接近权的扩大有利于新闻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本真状态。 

但是在网络新闻热闹非凡的民主化的背后，网络带来的媒介接近权的扩大也带来了一些深层问题。 

首先，它扩大的是一般社会成员接近媒介的权利，但是在我国社会，网络发展的不平衡性却使得这一权力的扩大失去了

普遍意义，换而言之，网络媒体的接近者分布是不均匀的。根据CNNIC的报告，从年龄阶段上讲，35岁以下的网民占

82.0%，35岁以上的网民占18.0%，35岁以下的网民是互联网络时代的主力军；从教育程度上讲，高中(中专)以上的占

88.5%，而高中(中专)以下的人群只占到11.5%；虽然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利用网络所需要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已大大降

低，但依然是一个制约人们接近网络媒体的主要原因。在所有非网民中因为“不懂电脑，不具备上网所需的技能”和

“没有上网设备(电脑、调制解调器、网卡等)”而不接近网络的分别占到41.1%和24.3%。这些数据表明，网络信息的拥

有和发布依然是不对称的。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这种信息的富有者和信息的贫困者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因此，无

法接触到网络或者没有能力在网上发表言论的人们只能被动地接受网络上已有的信息，没有能力去辨别信息的真假。而

众所周知，网络信息的匿名性使得它从发布那一刻起其真实性就大打折扣，网络特有的电子邮件、聊天功能又使得网络

信息具有极大的复制性，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大规模传播，而信息的真实性的验证却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些条件都为网

上虚假信息的传播提供了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第二，网络上人们提供了一个自由发布信息的平台，而信息发布者的心理却林林总总，这也是造成网上虚假新闻泛滥的

原因之一。一些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在传统媒体上很难有公开表达自己声音、纠正自己的社会形象的机

会，网络却提供了这样一个相应的平台。当然网上不乏正义的呼声，但是也有一些对整个社会环境不满的人同样也利用

网络采用一些极端的方式发泄自己的情绪。浏览一些网站的言论版面或某些新闻的相关评述，不难发现其中一些比较激

烈过火的措辞，甚至有一些耸人听闻的信息发布。 

网民的另一典型心理是娱乐心理。CNNIC的调查显示，除了获取信息外，网民上网的主要目的是休闲娱乐和交友。和传统

媒体相比，网络资讯具有轻松化、戏谑化的特点，而当网民以娱乐、休闲的态度接受和发布信息时，网络新闻的真实性

和严肃性也必然大大降低。 

第三，从网络用户的主体来看，中青年是网民的主要构成部分。如上文援引的CNNIC调查报告的数字，35岁以下的网民占

82.0%，而其中又以18—24岁的年轻人所占比例为最高，达到网民总数的37.2%。年轻人的特点是个性张扬，他们的审美

情趣和需求不同于在传统媒体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父辈。因此网上信息大多追求新鲜前卫和刺激，有时为了吸引

点击率而把新闻标题和语言的运用做得极为夸张，远远背离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同时，网上信息的发布又呈无序状

态，其筛选和把关很难控制。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年轻人又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在CNNIC的调查报告中有着高中(中专)以上学历的占到88.5%，而

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网民为31.7%，他们在接受信息时多会进行多方的分析比较，并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这种情

况下，对于网络新闻真实性的批判和怀疑自然也就超过了传统媒体。当这种讨论越演越烈，并形成一定的趋势后，人们

对网络新闻真实性的评价自然也就以负面居多。 

第四，网络媒体所特有的技术优势也加深了网络新闻真实性的悖论。一方面，网络技术使得新闻图片能以最快速度传回

编辑部，极大地提高了新闻传递过程中的准确度。而“一图胜千言”，新闻图片在新闻中的价值不言而喻，它是新闻真

实性的最有力的保证。再比如数据传输技术和数据存储技术的改进，可以实现更大范围内文本、图像或图形的直接交

换，避免了传统媒体中常出现的“以讹传讹”的现象。 

但同时某些电脑特技的运用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这种“新闻现潮的直接证据。网络媒体的使用者多有着较高的教育程

度，熟悉电脑的操作过程，他们只需要点一下鼠标或者将传统相机和数码相机拍摄的照片结合并稍做处理就可以将新闻

图片的原貌完全破坏并做得天衣无缝。这也就使得新闻摄影的真实性产生了根本动摇。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大众网—青年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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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自由撰稿人与新闻伦理 

作者：王天定┊ 2002-12-30 

数年前的“自由撰稿人盛学友冤狱

案”，当时经媒体报道后，曾备受社会

各界广泛关注。在盛学友被羁押15个月

无罪开释重获自由后，人们对他因写批

评性稿件蒙受冤狱深表同情。但是，有

一个问题似乎被人们无形中忽略了：

盛…… 

·赵月枝教授获批长江学者讲座教 2009-10-18

·国际青年影像季2009-2010 2009-10-18

·2009互动电视（中国）峰会通告 2009-10-18

·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 2009-10-13

·香港浸会大学第三届普利策新闻 2009-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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