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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当前舆论导向的误区 

作者： 曹权安  

关键词： 舆论导向┊阅读：425次┊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更新观念，培养与市场经济相吻合的新闻眼光和新闻视野，是个除旧布新的历史

过程，然而这并非是轻而易举之事。目前一些新闻现象中，常有舆论导向的误区。表现是： 

一是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和“与党保持一致”割裂开来。乍听起来“党中央”和“党”没什么区别，具体化后千差

万别。“保持一致”主要体现在路线、方针、政策上的一致。可目前却常常出现地方的保护主义政策、部门的利己主义

政策，这些政策在实践中往往比总政策更有实效，这就是“小二管大王”现象的结症所在，它掩盖着“政令不通”的事

实，严重阻碍着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记者在某市采访时发现，一位管“线”的市长签发了政府的两个文件，层层加码

征收农民任务粮，把差价款层层截留，群众意见较大。当记者问这位市长这种做法的依据是什么，他还振振有词地摆出

一堆工作中的具体问题，问记者怎么办，让人啼笑皆非。那么，以这种指导思想采写、编发的报道，就会出现舆论误

导。 

二是一些经济进步报道，对比标准上有误区。有些经济报道依然是自己与自己过去相比的反差，很难让人产生明确的自

豪感。记得我国钢产量达到一个新高度时，《人民日报》有篇报道就让人感到确切实在。那篇报道提供了我国钢产总量

的信息，还把短短几年取得的这一成就与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十年才达到的事实也提供出来，让人真实地感受到我国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优越性，同时，文中还提供了这个产量在世界上的位置，及按人均占有率计算，我们仍处

于落后状况的现实，使人们在高兴之余并不盲目乐观，反而能信心百倍地面对现实。象这样的报道目前尚不多见。 

三是经济成果报道的数字以偏概全。我们取得的经济成果，应该是以效益为中心的综合情况。可是在经济报道中，尤其

是企业成果报道中，只反映扩大规模而忽视实际效益，只讲产值不讲税金和利润，或者提到了也是利税统说，含含糊糊

不敢分开细论，更不敢明言投入产出比、人均劳效等必备情况。有人就是钻这个空子，把税金和利润的流失掩盖起来。

又如报道一个造纸厂，只说它的企业效益如何好，不敢触及它的生态环境效益。它较好的效益背后，是废水污染着大片

农田，群众生活用水十分困难。再如，报道某招商会、洽谈会，只讲达成协议多少多少，硬把意向协议的具体金额也计

算在其中，而实际签了多少合同则不说，明白人一看就知是虚而不实。这类报道见诸报端，其社会反响是可想而知的。 

四是重视上级满意，忽视人民满意。在目前的新闻宣传中，大量出现的是“这个乡在全县得了头名”、“该县此项工作

在全地区处于领先地位”、“受到××部门表彰”、“得到×级奖励”……这里不是说这些荣誉不好不该得，更不是说

领导或上级表扬有什么错，就一定不好，而是说这些评价都是来自上级来自领导，很少考虑人民群众对此的呼声、评价

和反应。群众就认为是在“整景儿”，背后出现“骂杂儿”现象。这样不但削弱了舆论的导向作用，反而产生了宣传的

“负面效应”。 

五是报道有头无尾。目前的不少报道，有善始无善终，有前呼没后应，给人留下的思索空间太大，极易生出多解、歧义

的“小道儿消息”，干扰社会的正确舆论。如报道破案，罪犯落网，常常在“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结束，也不知

“正在审理”到何时，从此再无下文，只好由着人们去猜。再如，新年伊始的不少报道，常有某地某部门有了什么新思

路新举措，上了几多新项目，制定了不少新目标，可到了年终，怎么也找不到有关交待的报道。到底完成得如何，实施

中遇到什么困难，怎么解决的，也就不得而知了。特别是热点难点问题的报道，有的虎头蛇尾，有的避重就轻，有的绕

道省事。如果真遇到“雷池”也该让人明了实情，或汲取经验教训，总比让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强得多。 

另外，还有如炒歌星、影星与炒科技、管理人员的误区，宣传政策实施与新闻监督的误区，高唱主旋律与揭示新问题的

误区等等。面对舆论导向的误区，最重要的是我们只要坚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正确性，大胆地运用这个武器解释

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切社会现象，才能充分发挥舆论导向的应有作用。 

【原文出处】新闻传播 1996 05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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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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收视率碰上电视台 

作者：楊美玲┊ 2002-01-01 

在各電視台對收視率調查爭議不斷的同

時，我們也注意到，當節目以收視率略

勝零點零一、二的些微差距而領先他台

時，便出現電視台主管切蛋糕、發獎

金、大肆宣傳慶祝的場面，可見電視台

對收視數字又愛又恨的情結。零點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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