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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岁末，北京青年报因质疑西安翻译学院一位大三女生被一合资企业以40万年薪预聘的新闻

报道而引发的官司被判败诉，报社不服判决，官司还将打下去，质疑报道也在继续进行中。这

一事件引起了业内外人士的关注，也带给人们很多思考。 

事件经过是：2002年6月12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发了一条消息：由中国贸促会组织

的以世界500强为主体的41家大型企业组成的“中国西部人力资源考察团”6月10日到陕西省考

察。41家跨国公司以年薪5万元到50万元不等，在西安翻译培训学院招聘了200余名学生。由于

西译的应届生已在5月份被抢聘一空，所以世界500强企业只能预定该校大三的学生，其中中澳

北京菲达乳制品有限公司以年薪40万元预定了该校大三女生郝媛。该报道发表后，《北京青年

报》先后于6月17日、19日、24日发表了题为《质疑大三女生年薪40万》《“大三女生年薪40

万”有误》《人才价格乱乱乱》等追踪报道。报道指出，所谓以世界500强为主体的41家大型

企业组成的“中国西部人力资源考察团”并非由中国贸促会组织，招聘会主角之一中澳北京菲

达乳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锐光也对预聘西译大三女生一事予以否定，陈对记者说：“我都不

知道这事是怎样编出来的？”与《北京青年报》一同质疑此事的还有《中国政协报》《当代女

报》等。在这些质疑报道发表后，西安翻译培训学院一方面在全国数家媒体上刊登“授权律师

声明”以维护自己的名誉，同时将北京青年报、当代女报及有关记者告上法庭，认为这些媒体

的报道对自己的名誉进行了侵犯，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并令其在同等的版面位置

上为原告恢复名誉，同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万元。经过法庭举证质证，西安市长安区人民

法院判决，北京青年报败诉，须在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并作经济赔偿。北京青年报诉讼代理

人及相关记者表示，对这一判决结果不能接受，准备上诉。 

上述这一事件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并不是这场官司的过程或结果，倒是这些引起官司的新闻报道

中表现出的新闻价值观和新闻报道的思路。显然，《北京青年报》等将报道的重点放在“大三

女生年薪40万”这一新闻事件是否属实这一点上，对事件过程及其内幕的调查，是记者着力做

的事，也正是这一调查的结论引发了被报道对象的不满和诉讼。不能否认，一位民办大学的大

三女生能够被跨国公司以年薪40万预聘确实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这种“反常性”事件本身是

有新闻价值的，对这种“反常”的质疑也是有新闻价值的，无论质疑的结果如何，事件本身的

“反常”都足以激发人们的普遍兴趣，对“反常”的质疑能够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然而也不能

否认，从质疑报道的信息内容考察，由于重点放在对事件本身的真假及细节的查证上，话题没

有超越事件本身的过程追究，因而虽然能够让读者了解事件的真相，却不能引导读者看清这一

事件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发展系统中的深层价值，以及在这种“反常”的表相背后所隐藏的必然

规律、值得反思的问题，乃至一种社会变动的趋势。 

在国内媒体有关“大三女生年薪40万”的新闻中，也有过另一种思路和内容的报道。《羊城晚

报》2002年6月16日在“成长焦点”专栏中刊出《大三女生40万年薪引发“地震”》，没有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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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事件本身证实或证伪上做文章，而是关注这一事件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应，如“40万刺激

众多学子”、一位随团采访的记者认为“40万年薪有违常规”、一位大学教授认为“负面影响

大于正面”等。这一报道从另一个层面上向人们展示了新闻事件的社会影响。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相关报道是《中华新闻报》在2002年7月27日推出的一个专版，主题为《西

译大三女生年薪四十万引爆华夏》，刊登了四篇稿件，头条是对西安翻译学院院长丁祖诒的观

点性报道《丁祖诒：民办高校毕业生为什么就不能拿40万元年薪？》，还有一篇长文《“大三

女生年薪40万”引发一场官司六宗疑问》，提出了以下问题：四记闷棍让我们受到多大的伤

害？为什么非要弄真成假？缘何40万年薪莫名惊诧？难道只有重点大学生才能拿高薪？民办高

校何时才能迎来春天？新闻媒体应该怎样看待新生事物？另外还有两篇评论文章，一篇是中华

工商时报记者写的《为何不能是“西译”》，另一篇是科技日报记者写的《为民办教育说句

话》。从这些稿件的题目可以看到，这个专版的立场和导向是很明确的。此外，在《编者的

话》中还透露了这样一些信息：“美国《世界日报》《亚洲华尔街日报》、香港《民报》、

《镜报》、凤凰卫视、《大公报》、《文汇报》皆以显要位置报道这一消息（指‘大三女生年

薪40万’的新闻）。他们认为：中国内地人才观和用人制度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应该说，

这些报道和评论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和观点，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观点是一边倒的，而

不是对冲突双方的平衡的报道，尤其是没有给被批评的媒体一点辩解和表达观点的机会，显得

不够客观公正。 

今年初，事态的发展进一步引起人们注意。2003年1月27日，《北京青年报》以近乎整版的篇

幅刊登了《西译“大三女生年薪40万”再求证“预先录用”大三女生的企业无合法身份》，报

道说，以40万年薪“预先录用”大三女生的“中澳菲达乳制品有限公司”根本没有在北京市工

商局进行过注册登记，西安翻译学院作为重要证据提供给法庭的录像带中，打着“中澳合资北

京菲达食品公司”的牌子在现场招聘的企业也是子虚乌有。北京青年报根据法院判决被要求刊

登的赔礼道歉的《本报声明》也登在这篇报道的结尾处，面积小得多。显然，报社对这一事件

的立场态度也是非常鲜明、坚决的。 

我们不妨将上述所有这些报道综合在一起，仔细作一番比较，这时才能粗略地了解事件的全

貌，并受其启发而想到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大三女生被高薪预聘这条新闻为什么会在社

会上引起如此大的震动？有媒体质疑也有媒体为之宣传叫好，媒体的冲突本身说明了什么？什

么才是客观公正的报道？媒体怎样才能正确地引导舆论？一个民办大学的毕业生受到社会欢迎

（西译的学生近年来分配情况看好确是事实）意味着什么？相对于西译这样的民办大学，很多

公办高校在专业设置、教育改革方面是否应该反思一些问题，采取一些对策？企业欢迎西译的

学生是否意味着人才观的一种变化？或者预示了人才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一种走势？相对于这

种变化大学生们应该怎样设计自己和作好准备……应该说，很多问题尚不能从我们现有的新闻

报道中看到答案，有些问题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出来。 

因此，我想说，在我们对现实社会中各类事件、问题和现象进行报道的时候，不仅需要探求事

实真相、追求真理的勇气，不仅需要踏实严谨、深入细致的采访作风，还需要有更开阔的视

野、更多元化的视角和更高的思想境界。尤其是今天，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面对

千变万化、难以把握的复杂环境，人们越来越难以用自己的已有经验和知识框架去应付层出不

穷的矛盾和问题，受众不仅需要媒介告诉他们有关客观世界的最新变化，还希望新闻报道能够

为他们解惑释疑、引路导航。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应该自觉地树立起正确的新闻价值观。新

闻报道的功能不仅仅是告知，还应该“阐释”、“剖析”和“预警”，应该以理性的事实选择

和诠释使新闻报道具有建设性意义。如果说，新闻调查能够以真实准确的事实因子为社会大众

提供一种思考判断的基础，那么，在这种基础上进一步赋予更充分的背景、前景和相关性信息

分析，使社会大众获得寻找方向和对策的参照系统，才是一种更具有人文关怀精神也更具有说

服力的新闻传播。 

从某种意义上说，传播者的新闻价值观决定了新闻报道的水平和境界，也决定了媒介的品质和

 



风格。重视新闻事实的“异常”、“趣味”、“冲突”、“人情味”等最能吸引和打动受众的

因素无可指责，但局限于此往往会忽略了新闻事实中更有价值的内涵。新闻报道揭示新闻事实

的过程、表现和细节非常必要，但满足于此又往往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事实上，任何客观事物都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的，它与外部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它是其他客体发展变化之“果”，还可能再成为其他事物发展变化之“因”，这种横向联系为

揭示事物的本质提供了必要的参照系。另一方面，事物的发生与发展都会经历由量变到质变的

过程，新闻报道不过是选择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域来展示它的最新变化，而要把握这种变化的来

龙去脉，还需了解关于客体的纵向信息。新闻报道是否能够给公众一个相对合理的信息结构，

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事实的认知、评判和自我决策。而要使我们的媒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传播

者自己首先要有对客观事实的高屋建瓴的把握，以及对新闻信息加工整合的业务能力。这方面

正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新闻工作者亟待加强和提高的。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蔡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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