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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报道与美国媒体的党派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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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次美国总统大选中，都会有众多美国媒体公开表明政治态度，积极为自己欣赏和服务的

党派鼓吹呐喊。美国媒体的这种党派色彩有损其公众信任度，降低了可信力。 

  大选中的媒体表现 

  目前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和传统大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支持民主党，而福克

斯新闻网FOX、《华盛顿时报》及众多广播电台等极力拥护共和党，它们为各自支持的总统候

选人卖力推销，积极介入影响大选结果。从以下3个事例可见一斑： 

  一是FOX电视台由于其右翼保守的政治态度、毫不掩饰的“右倾”立场和亲共和党言论遭

到“自由派”媒体的联合声讨。 

  2004年7月8日，美国独立媒体监督组织“公正与准确报道”向媒体公布它的一份调查报告

称，截至2003年12月19日前的6个月，福克斯新闻的著名晚间新闻节目“比里特·休姆特别报

道”(Special Report with Brit Hume)的嘉宾中有57%是保守派人士。而社会公众对此也颇有

微词：如果你不间断连看48小时CBS新闻，你会从主持人所选择的讨论材料中觉察到稍许偏左

立场，但如果连续看FOX新闻，只需48秒就能感受到该台的政治气氛。就连福克斯的特约评论

员也把福克斯称为“共和党的官方电视台”。 

  关于福克斯严重的立场偏见，可以从它的主持人和制作班底所属政治派别上找到答案：该

频道从台前到幕后几乎全是保守派或共和党人士。比如，周日新闻主持人汤尼·斯鲁是知名的

保守派专栏作家，曾是为布什起草演讲草稿的主笔之一；新闻频道主任罗杰·艾尔斯曾经是共

和党的资深政治顾问；而最典型的保守派分子要数福克斯的名嘴主持比尔·奥瑞利，是立场坚

定的共和党人。 

  二是美国辛克莱广播集团所属或经营的62家电视台在10月最后两周播出反对美国民主党总

统候选人克里的纪录片，抨击其30年前的反战活动。 

  他们在晚上黄金时间，在那些还在考虑投票给谁的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内华达州、宾

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播放名为《窃取荣誉：未愈的伤痕》的反克里影片，指责克里1971年

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揭露美军在越南的暴行，为越南军队所利用向被俘的美军士兵做宣传，打

击美军的士气。对此，克里方面指责其作为违反新闻基本道德，并拒绝该集团提供的所谓“进

行回击”的机会。 

  三是对于保守派电视媒体联盟的极端做法，自由派媒体也是针锋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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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认为是自由派旗舰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在2004年9月8日晚的“60分钟”时事

杂志节目中，由主持人丹·拉瑟公布了4份据称由已故德州空军国民警卫队少校、曾担任布什

所在飞行中队指挥官的杰里·基利恩撰写的备忘录文件。基利恩在文件中说，在布什服役没有

达到要求而停飞后，他的上司强迫他“美化”布什的服役记录。但这份文件很快被证明是假

的。其实， CBS和拉瑟应该很清楚提供文件的比尔·伯克特与布什过去的嫌隙，却仍然出于

“抹黑”布什的目的，迫不及待地播出了新闻，结果造成了这一大丑闻。72岁的拉瑟，是自由

派媒体的最大代表之一。他感情外露，喜欢冲突，毫不掩饰自己的自由派立场。当年曾经公开

和尼克松对立过，在“伊朗门”事件中采访时任副总统的老布什时，两人竟吵了起来。几年前

他就因利用主播的身份之便，为民主党募捐，引起一片争议。 

  媒体不仅通过自身力量向选民施加影响，在各自阵地上为布什或克里摇旗呐喊，两派媒体

人还慷慨解囊，为各自支持的候选人贡献政治捐款。比如CBS员工一共向克里等民主党候选人

捐献了11万美元，而捐给布什的只有1000美元，相差100倍之多。而NBC的员工立场更鲜明，他

们一年来捐献的政治款项总数近15万美元，全部都是给民主党的，布什一个子儿也没得到。 

  党派色彩三大成因 

  首先，美国媒体的政党性质从美国新闻事业诞生时就存在。 

  这和当时美国媒体诞生时的政治环境有关。美国在从属英国殖民地时期，基本没有报刊。

独立战争中，报刊或其他印刷品立刻作为一种有力的宣传武器投入到战争中，并在战争中得到

发展；美国独立后，受当时政治环境和报刊发展阶段性的影响，从战争中延续下来的以宣传自

己、打击敌人为特点的报刊，发展为政党报纸并成为主流。当时美国政坛主要有两个派别，联

邦派和反联邦派，他们各自出版报刊为本党派的政策鼓噪。联邦派的主要报纸有：《合众国

报》《智慧女神报》《箭猪报与每日广告报》；而反联邦派的主要报纸有《国民报》《综合广

告报》（后改为《曙光女神报》）。两派报纸在一些重大政策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而且

常常伴随着人身诽谤和攻击。 

  后来代表保守势力的联邦派消失，反联邦派逐渐分裂为民主党和辉格党，也就是现在民主

党和共和党的前身。这两派继续出版自己的报纸，直到1833年美国著名的廉价报纸《太阳报》

兴起。 

  所以，美国媒体是带着鲜明政党色彩诞生的。 

  其次，目前媒体的新党派色彩兴起有更深刻的政治层面考虑。 

  现在媒体表现出政党色彩和美国刚建国时期的政党性已有了深层的区别。对此表现最极端

的是福克斯新闻网，它坚持认为“客观”报道不可能，取而代之以“公正和平衡”

（fair and balanced）原则，公开宣扬其保守派主张，其提倡的“公正”不是绝对的公正，

而是建立在对自由派“平衡”基础上的“公正”。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福克斯新闻频道播出了

误导选民的竞选广告，因而被控告违反联邦贸易委员会制定的禁止虚假广告的法规。 

  第三，收视率的争夺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也是电视媒体党派色彩的原因。 

  观众的收视心理决定了媒体要不断创新，以新鲜的电视形式和内容刺激观众达到增加收视

率的目的。媒体的观众定位和市场定位是专家和媒体高层一直关注的重点。所以，就在ABC、

CBS和NBC争当新闻“权威”、CNN定下要做新闻网络老大的长远目标的时候，福克斯却另辟蹊

径，它的目标不是要涵盖全国范围，它只在乎争取国内那几百万保守人士的特定观众群。这就

决定了频道的人员配备、节目组织、节目内容、评论定位都要迎合这几百万特定观众的口味。

 



市场决定态度，因此，福克斯的定位，就是电视界的保守派“小报”。既然是“小”，那么就

要不同于“大”的权威而传统的做法，不再遵循旧的以“客观”为标榜的新闻模式。而实践证

明，至少在政治报道方面，福克斯有一定的道理—“9·11”之后，福克斯的收视率直线上

升，福克斯现已在非有线电视的四大电视台中排名第三，而在18到49岁的观众中收视率第一。

在有线电视中，更是超过有23年历史的CNN，成为有线电视之冠。 

  广播界的一个现象也许更能说明问题。美国广播界著名的“脱口秀”的主持人绝大部分是

保守派人士，这种一边倒的主要原因是“拉什·林堡”。拉什·林堡是最近15年中美国无可比

拟的广播界政治“脱口秀”天王。其风格直白泼辣，既不邀请任何嘉宾“撑台面”，也不借任

何名人为自己“添彩”，整台节目就他一人唱单簧，从头到尾。由于拉什言论极端，很快就成

为广播界中政见鲜明、独树一帜的名嘴。拉什平均每周拥有1400万美国听众。许多人认为，拉

什·林堡决定着广播脱口秀的流行趋势。而追随他的广播界主持人普遍认为，效仿拉什·林堡

很容易成功。因此所谓“立场”不是出于“公正”，而是出于“市场”。 

  受损害的媒体公信力 设在华盛顿的独立言论研究机构皮尤研究中心，今年3月到6月进行

调查时发现，新闻报道、广告和午夜节目对选民的影响占34%，候选人及其代理人对选民的影

响占39%，其他专家对选民的影响占11%。越来越多的选民认为美国新闻媒体是有党派立场的。

只有39%的选民说，媒体报道是不偏不倚的，而在1987年，持这种看法的人占62%。调查说，美

国有线新闻网的受众多数是民主党人，而共和党也已经联合福克斯、《华盛顿时报》组成统一

阵线，哪里有共和党的新闻，哪里就会有它们的声音。 

  该中心在2004年4、5月间走访了3000名美国成年人后吃惊地发现，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对

美国媒体的信任度比例将近1∶2。这是自1985年以来的一个重大变化，那时共和党人对媒体的

怀疑只是稍低于民主党。在主流媒体中，29%的共和党人觉得，福克斯的新闻频道更值得信

赖。相比之下，只有26%的人信任CNN。而在民主党人中，45%的人赞赏CNN的新闻报道，只有

24%的人青睐福克斯。结果显示，一直最受观众欢迎的CNN信任值下滑最快，从六年前的42%降

为目前的32%。在美国新闻界，以往是自由派“一统天下”，但可能是现任美国政府由共和党

掌管的缘故，近几年媒体界的保守势力也直线上升。所以相比之下，无论是从整体还是党派分

化看，福克斯新闻频道的信任值持续稳定，约为25%。但是，从整体看，更多的受访者倾向于

完全或基本上信任CNN的新闻报道。所以两个频道都宣称自己仍是胜利者。 

  胜利者认定自己胜利的前提是受众的支持率，这就不难看出美国媒体的立场，剥掉它过去

的“真实”“客观”、现在的“公正”“平衡”原则，就只剩下“市场”一个标尺。这就很容

易解释，为什么美国的媒体在战争中只关注“爱国主义”，被同行批评为“不是在报道战争，

而是在宣扬战争”。这都是为了迎合受众的心理，为了取得媒体市场的占有率，也就是他们所

津津乐道的所谓“支持率”“信任率”。这种牺牲新闻中立而取得的“胜利”是危险的，它将

破坏媒体的信誉。最严重的是如果电视媒体为了党派人士的“信任率”而去主导政治，对之进

行巧妙地包装，将政治变成“为电视而制作”的政治，政治运作难免趋于迎合商业娱乐体系的

需求，不仅对政治损害巨大，也埋下危害媒体公信力的炸弹。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

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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