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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二度客观与新闻舆论监督

——用媒介批评眼光审视两个新闻报道个案 

作者： 黄顺铭  

关键词： 华西都市报 成都商报 媒介批评 舆论监督 来稿选登┊阅读：372次┊ 

8月30日，成都最有影响力的两家都市报《华西都市报》和《成都商报》分别在第2版（要闻版）和第A5版（市民版）上

都刊发了同一新闻事实的报道：29日四川省卫生执法监督所和青羊区卫生防疫站对一非法酱油作坊的查处。两报的报道

差异巨大。为了下面批评的方便，先将报道摘录于下：  

《华西都市报》的报道为：  

地上一片狼藉，空中苍蝇乱飞……但有关部门却给这种垃圾作坊连发“食品卫生许可证”——  

这里的“苍蝇”也卫生  

本报讯（记者 杨丹 摄影 雷远东）昨天，四川省卫生执法监督所和青羊区卫生防疫站查处了一非法酱油作坊。令人不解

的是，生产条件如此恶劣的作坊，居然得到了青羊区卫生防疫站发放的食品卫生许可证。  

近日，四川省卫生执法监督所接到举报，称苏坡乡境内的永盛加工作坊有问题。昨天上午 10:15，执法人员来到被举报

的作坊。进入作坊后，眼见地上一片狼藉，空中苍蝇乱飞，露天坝里堆放着近20个瓦缸，缸里是制作酱油后的残渣……

例行检查完毕后，执法人员封存了9桶调制酱油用的“焦糖色素”、1桶调制食醋的“冰醋酸”，并将作坊大门贴上了封

条。  

然而，生产条件如此恶劣的作坊，居然得到了青羊区卫生防疫站发放的食品卫生许可证。  

无独有偶，8月1日，记者也是随四川省卫生执法监督所到苏坡乡北仁村查处四川巨龙食品有限公司时，也是在于此不相

上下的恶劣生产环境下，看见公司办公室里赫然悬挂着青羊区卫生防疫站发放的食品卫生许可证。但当记者在现场就此

问题采访青羊区卫生防疫站的一位负责人时，这位负责人不回答记者的问题，却告诉我们，要采访他们必须经过青羊区

宣传部同意。  

《成都商报》的报道为：  

僵持两小时封了歪酱油作坊  

时间：昨日上午10～12时  

地点：苏坡乡中坝村三组  

本报讯（记者 刘瑶 实习生 李冲贤）昨日上午10时，接群众举报，四川省卫生执法监督所和青羊区防疫站执法人员突袭

了苏坡乡中坝村三组一家非法生产酱油的作坊。  

10时10分，执法人员赶到现场，发现永盛加工作坊主人伍恭汉家的两扇铁门紧闭，后院炊烟袅袅，但叫门良久却无人应

门。  

执法人员在此守候了20分钟，苏坡乡政府闻讯派人来支援，但屋里的人始终不开门。随后赶到的村社领导称：“主人不

在家，我们没有办法联系他。而且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他家在生产酱油。”但据邻居介绍，武恭汉家生产酱油已有四五年

的历史。  

在雨中僵持了近两个小时，省卫生执法监督所执法人员突然在屋后发现了一道荫蔽的木门，并说动替伍恭汉守门的亲戚

将门打开。  

进入非法生产酱油的作坊，只见酿造池顶棚还在漏雨，一个发黑的箩筐浸泡在肮脏的污水中。在酿造池旁边放了一缸发

霉的豆瓣，露天坝里堆放着20多个装满酿造酱油原料的大缸。  

执法人员在一楼一家反锁的房间里看到床上躺着一对男女，该男子自称在此租房居住，现房主不在家。  

闻讯赶来的作坊主的父亲，70岁高龄的伍大爷对记者称，他们家从清朝初年就开始自家酿造酱油，世代相传如今已经是

第五代了。真正形成现在的规模是最近几年，而本社的社长正是他的侄儿。  

执法人员现场封存了堆放在库房里的原料焦糖色素、冰醋酸和几十袋酿造酱油用的粮食，并依法取缔了这个非法生产酱

油的窝点。  

据省卫生执法监督所执法人员介绍，这间作坊根本没有生产酱油的卫生许可证，卫生条件极差。酿造调味品是今年食品

打假工作的重点。该作坊生产的酱油经过省防疫站的抽检，不符合国家标准，长期食用将会损害食用者身体健康。  

针对同一新闻事实的这两则报道是很值得对比的：《华西都市报》的报道明显是在质疑查处，而《成都商报》则在肯定

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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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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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言之者已众。在这首诗里，有着

完整的心灵互动的描写，这在我国古代

的诗歌中并不多见。因此，这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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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长期为《华西都市报》搞媒介批评，在去年4月初一次评报时也碰到了类似的情况：《商务早报》（4月4日头版）和

《成都商报》（4月5日第A3版）都对成都市双流区永兴镇政府发布禁赌令一事作了报道。《商务早报》的题目是《麻将

夺命 全镇禁赌（主） 双流永兴镇发布<通告>引出依法行政大话题（副）》，《成都商报》题为《赌徒恶习难改导致妻

离子散 绝望之际上吊自杀震惊政府（引） 禁赌令当头棒喝（主）》。就报道倾向性和语气来看，前者是质疑性的，后

者是肯定性的。而两报在报道手法上都是客观报道。  

报道上的这种深层次的差异缘何出现？这种差异对于报纸的传媒角色有何影响？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  

从理论层面看，这里都牵涉到一个事实二度客观的问题。所谓二度客观，指的是新闻事实应当具备两个维度上的客观，

第一度客观是指某一新闻事实自身的客观内容与客观性质，第二度客观是指该新闻事实同别的事物相联系而出现的客

观，笔者称之为“联系性客观”。新闻报道要做到第一度客观比较容易，因为第一度客观关注的只是某一特定的新闻事

实本身的一些情况，就比如上面提到的查处歪酱油这一事件的情况，《成都商报》记者报道的消息，基本上就是处于这

个维度上。相较之下，要做到第二度的客观则要难得多，因为第二度客观要解决的问题是：某一特定地新闻事实同其他

事物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联系。这种联系有时候是至关重要的。  

前述的《华西都市报》记者在采访四川省卫生执法监督所和青羊区卫生站对永盛酱油加工作坊和巨龙食品有限公司的查

处时，就不但采访了执法部门的查处行为本身，而且注意到了该事实同国家颁布的《食品卫生法》和成都市卫生局颁发

的《成都市关于23类食品经营场所卫生规范》之间的抵触。因此记者报道时关注前一个方面的客观就是第一度客观，关

注第二个方面的客观就是第二度客观。《华西都市报》记者的报道就充分注意了事实的二度客观。由于第二度客观表现

出来的是青羊区卫生站对达不到卫生条件的经营单位乱发证，所以，《华西都市报》记者的报道在倾向性上就不像《成

都商报》的报道那样未经反思地就站到了执法者一方，在报道的语气上也不是肯定的，而是在暴光歪酱油作坊的同时也

质疑主管部门——青羊区卫生站。  

同样的，去年在如何报道双流永兴镇发布的《关于在全镇范围内禁止赌博及非正常活动的通告》上，《商务早报》和

《成都商报》之间出现巨大差异的原因也是：是否注意到了事实的二度客观。《成都商报》比《商务早报》晚一天推出

报道，是从肯定《通告》的角度进行报道的。它注意到的只是事实的第一度客观，而没有去思考这一事实同别的事物的

“联系性客观”，即第二度客观。相反，《商务早报》的记者则同时关注事实两个维度上的客观：关注第一度客观，就

是客观报道双流永兴镇一农民因欠赌债上吊自杀，镇政府随后颁布全镇查禁赌和非正常活动的通告；关注第二度客观，

就是思考上述事实是否同别的什么相抵触，如果发生抵触，也客观地报道出来。《商务早报》记者因为有了第二个维度

方面的考虑，所以就此事采访了律师，于是整个报道的主题就落在了“政府依法行政”问题上了。下面笔者将消息中反

映了这种第二度客观的部分摘录于下：  

4. 律师质疑法律漏洞  

针对这份罕见的禁赌通告，记者昨日咨询了华楚律师事务所石红阳、金兴超律师。两名律师认为：  

1.禁止赌博，在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规中早有明文规定，作为镇政府，组织宣传、教育是应该的，但以此作

为实施某种处罚的依据是错误的。“非正常活动”一词概念模糊不清，根本不具有操作性，因为非正常活动并不一定是

违法或者犯罪活动。  

2.我国《行政处罚法》就处罚种类的设置及实施的权限均作了明确规定。在所有的处罚种类中均没有“认识费”这一

类。作为一级镇政府，根本无权设置所谓的“认识费”，更别说具体施行。  

3.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均有明确规定，所有依法罚没、没收款物均应上缴国库，该通告将“收缴的各项认识费及赌资金用

于本镇公益事业建设”于法无据。  

4.关于一级镇政府机构设置，相关法律法规均有明确规定，而该镇成立所谓禁止赌博及非正常活动“巡逻队”，于法于

政无据。  

两位律师同时指出，镇政府为纯洁民风，发展地方经济其“良苦用心”可嘉，但如何在实施过程中切实贯彻依法行政的

法制精神，这在永兴及许多地方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有没有这种联系性客观方面的内容，结果是不一样的。体现在新闻报道文本上，当然就有报道倾向性、报道语气等方面

的不同。  

事实的二度客观是必要的吗？当然。我们进一步地分析下去，这就涉及到了由新闻报道的文本结构所折射出来的记者/传

媒角色的定位和新闻舆论监督的社会功能。 如果像《成都商报》的报道那样只关注第一度的客观，那么记者/传媒也就

只是在充当一个“观察者”的角色。如果像《华西都市报》和《商务早报》那样同时兼顾事实的二度客观，记者/传媒也

就不但能成为称职的“观察者”，而且还能很好地成为一个“监督者”，有效地发挥记者/传媒强大的新闻舆论监督功

能。《华西都市报》对歪酱油作坊的追踪报道就是相当成功的例子。8月30日推出首篇《这里的“苍蝇”也卫生》（2

版），接下来31日推出《市卫生局有关人士转述青羊区卫生防疫站意见（引） 那“卫生证”过期了（主）》（2版），9

月1日有《为什么给“苍蝇”作坊发了证（副） 防疫处长有妙论（主）》（2版），2日继续推出“本报热线6780000消

息”：《防疫处长“妙论”激怒众读者（副） 本报热线频传“下课”声》（2版），4日头版消息称：《省市卫生部门昨

就“苍蝇”作坊许可证一事表态（引） 依法查处 决不留情（主）》。从8月30日到9月4日的短短几天，整个追踪报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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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出了强大的新闻舆论监督效力。这一效力的产生，卷入了多方：首先是《华西都市报》及其记者的连续几天的质疑

报道，然后是读者参与6780000新闻热线，在此事上形成“民意”，再接下来就是四川省卫生厅和成都市卫生局的正式介

入。如此一来，该事得到解决的就不仅仅是永盛酱油作坊和巨龙食品有限公司了，还要查处青羊区卫生站的相关责任

人。试想想，如果没有《华西都市报》的质疑报道《这里的“苍蝇”也卫生》，会有这样好的新闻舆论监督效果吗？

《华西都市报》在发挥新闻舆论监督功能时，事实的二度客观一直都很受重视：在报道策略上，通常是既客观报道进展

中的事实（第一度客观），又配发相关的法律法规来显示第二度客观：“联系性客观”，两相结合，产生了监督之力。  

我们一直在谈新闻舆论监督，到底应当怎么监督？恐怕既有宏观层次的要求，也有微观层次的要求。融入在微观层次

的，主要就是记者的采访素质。毫无疑问，是否能够敏锐而准确地把握住事实的二度客观就是其中一种极为重要的采访

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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