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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美士兵虐俘”事件的报道看西方媒体与政府的关系 

作者： 边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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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4月28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公布英美士兵虐待伊拉克战俘的图片。紧随其后，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

邮报》等美国主流媒体在内的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迅速跟进，从而使之成为全球焦点。迫于舆论压力，总统布什及

国务卿鲍威尔都公开道歉，国防部长也面临着下台的危机。媒体对于“虐俘事件”的报道使得政府处于极其尴尬的地

位。  

仅仅在一年之前，美国媒体对于美军出兵伊拉克以及对整个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却完全站在政府一方。在媒体的大量报道

中，萨达姆政权成了“专制和暴政”的代名词，而伊拉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迫切需要美军来推翻萨达姆政

权，从而获得解放。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政府和媒体的一唱一合，才使得美国的多数民众站在了政府的一方，最终导

致了伊拉克战争的爆发。  

在这里，我们看到，美国的媒体时而为政府摇旗呐喊，让政府“感激不尽”；时而又完全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政府因此

而陷于尴尬境地。这种看似矛盾的事实背后，却折射出了西方媒体和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  

一、相互利用，各取所需。  

“他们（媒体）想当政府的批评者，他们竭尽全力避免成为政府的工具，但他们明白：白宫、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员在利

用他们，而他们对此无能为力，官员是他们的消息来源；反过来，官员又利用他们的语言把这些消息公布于众”[1]  

一方面，政府需要利用媒体的大众传播功能宣传施政意图，把自己的大政方针发布出去，让更多的民众了解政府、支持

政府；不仅如此，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更是政府所极为看重的，任何政府都不敢忽视社会舆论的力量，所谓“得民心者

得天下”就是这个意思。  

政府对媒体的利用在历届的总统大选中表现的最为明显。每当大选来临，为了使自己在选民中树立良好形象，从而赢得

更多选票，每个总统侯选人都不惜重金进行大量的媒体宣传；而且事实也证明，媒体的确能够为他们登上总统宝座而助

一臂之力。“人们在起居室中通过电视屏幕获得的印象，往往决定了竞选总统的结局。在电视摄象机前充满活力、善于

表演的候选人往往战胜那些表情木讷、形容呆滞的对手”[2]。在里根与卡特竞选总统的电视辩论中，里根凭借着做过演

员的经历用语轻松幽默，与卡特僵硬紧张的表情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卡特准备的更充分，但事后的舆论调查表明，许

多选民因为喜欢电视中里根的幽默形象而选了他一票。不能说里根就凭着电视中的良好表现最终赢得了选举，但至少媒

体帮他拉到了不少选民。另外，政府在执政过程中也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官员腐败、渎职等，政府的这些顽疾也需要

媒体的监督与批评，有人甚至把媒体的监督与批评视为资本主义制度保持活力与进步的动力。  

另一方面，媒体也需要政府这个巨大的新闻源。政府掌握着大量的公共信息，对媒体而言，这些信息往往都是重要的新

闻线索。政府是出新闻的地方，从政党纷争、政客恩怨，到牵涉公共利益的政策法规以及官员腐败渎职、桃色事件等等

都是制造轰动效应的绝好题材，这些往往是“视负面报道为卖点”的西方媒体极力追求的，在西方，甚至“总统钓鱼时

所用的引饵”也被当作新闻来报道。所以，无论是象《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这样处于主流地位的严肃性报

纸，还是象《太阳报》等一些大众化报纸，政府的新闻始终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1990年进行的一次对2850篇刊登于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文章调查发现，78%的被调查文章主要是基于一些公共官员的谈话 [3]。从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媒体的生存离不开政府，如果哪家媒体失去了政府这个新闻源，那么无论它如何努力都很难在社会上产生巨大

影响力。  

二、主仆之间，难以平等。  

在西方，媒体自诩为是独立于立法、司法和政府之外的“第四势力”，言外之意就是媒体与政府可以平起平坐，不受政

府约束；西方的记者也被称为“无冕之王”。在这方面，他们最为得意的事莫过于广为人知的“水门事件”了。在他们

看来，是《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记者把总统尼克松拉下了马。而事实上，尼克松下台的根本原因是东、西部两大财团竞

争的结果，媒体只不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罢了。  

美国政府一方面要利用媒体为自己服务，另一方面还要对那些不听话的媒体或记者实施制裁。2001年，正当美国进行阿

富汗战争的时候，美国之音播发了基地组织领导人奥玛尔的反美录音，这显然不利于美国战争的进行，美国政府马上撤

了美国之音台长的职；在伊拉克战争开始不久，美国军方就开除了一名资深记者，理由是他的报道违反了国家利益；至

于政府所谓的为了国家利益来对新闻实行严格的资格审查的事更是屡见不鲜。  

无论如何，媒体都是国家的一部分，是隶属于国家和政府的一个部门，它的一切都必须为国家和政府服好务，它没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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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成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第四势力”。这正如ABC新闻节目主持人塞姆·唐纳森所说：“一般来讲，媒体即使不是

权势的侍从，也至少是它的亲兄弟。我们每天都会有一条按着白宫建议播发的报道，只是有时变了样子而已。”虽然新

闻界为了赢得普通群众的信任，片面宣扬“报界与政界是敌人”，但实际上它不但不敢与政界为敌，在有些时候反而愿

意为政府效劳，做忠实的仆人。  

三、为了利益，战战和和，。西方媒体与政府之间既不会总是“顶牛”，也不可能好成一团。他们的关系时而紧张、时

而缓和，不能分开、但又不会亲密无间，他们不会是永远的朋友，也不会是永远的敌人。1998年媒体对克林顿性丑闻案

进行了大量报道，以至于总统差点因此而下台；但是最终出来打圆场、为总统说好话的还是媒体。在他们这种种看似矛

盾而又合理的关系当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利益。  

政府总是希望媒体按着自己的利益来报道，但是由于西方媒体认为“不好的消息才是新闻”，所以，媒体总是千方百计

地挖掘政府内幕新闻，在这个过程当中，媒体与政府发生利益冲突是很难避免的。一旦媒体的报道不能使政府满意，政

府往往会指责媒体没有进行如实报道，并运用各种巧妙的办法与媒体进行交涉，要么要求媒体“公正报道”，要么撤换

记者，要么就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直至动用行政力量而不顾什么新闻自由。事实上，几乎每届总统都对新闻界发泄过

不满和愤恨，威尔逊曾断言：“报纸对每件事的报道都是失实的”。尼克松执政期间，政府对新闻界进行了罕有的抨

击。1969年，副总统阿格纽发表演说，声称新闻界被自由派的东部名流所控制，思想比较保守的公民的观点没有得到充

分报道，他暗示公众采取措施改变这一局面。新闻界受到强烈震动，调查显示，各大电视网的编辑方针都随即发生了有

利于政府的变化，因为他们害怕电视台许可证被吊销[4] 。  

然而，一旦媒体的报道符合政府的口味，有利于维护政府的利益，政府官员包括总统在内也决不会吝惜溢美之词，对新

闻报道大加赞赏，频频伸出橄榄枝讨好和拉拢新闻界。历届总统都力图同新闻界头面人物建立个人友谊，对报刊发行人

和广播电视业主礼遇不菲，并在媒体内部培植代理人或拉拢部分记者。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亲自招待过《纽约时报》发

行人阿道夫·奥克斯；富兰克林·罗斯福同发行人家族也保持着长期友谊。  

在西方，媒体作为一个商业组织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的的。只要政府中发生了任何新闻尤其是重大新闻时，媒

体就会迅速给予报道而不管这个消息对政府有利还是有害。因为这个时候正是媒体吸引受众从而获取更多的利润的绝好

时机，它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的，就算政府因为它的报道而威信扫地也在所不惜。对“英美士兵虐待伊拉克战俘”这一

事件的报道便是明证。这时的媒体与政府可能产生紧张关系，但媒体不会因此而放弃报道的，因为那不符合它的利益。

如果一段时间某个媒体惹恼了政府，作为惩罚，政府就就会故意把消息透露给它的竞争对手---另一家媒体，这时媒体又

会通过各种方式拼命向政府示好，以便获取更多的新闻源；政府为了能让更多的媒体说自己的好话，这时又往往会对媒

体过去的报道网开一面，于是他们的关系又从紧张趋向缓和。  

总之，西方的媒体和政府之间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他们相互影响、相互牵制，既相互合作，又相互制衡，共同维护着

政治制度和国家利益。  

注释：[1]：罗杰·希而斯曼，《美国是如何治理的》，383页；  

[2]: 童兵，《比较新闻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12页；  

[3]：顾耀铭，《我看美国媒体》，新华出版社，90页；  

[4]：童兵，《中西新闻比较论纲》，新华出版社，122页；  

作者：边春海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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