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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新闻道德 谨防“集体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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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道德是从事新闻信息传播活动的人们在长期的职业实践中所形成的调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

范。随着大众媒介文化对社会的思想和行为的渗透和影响日益深远，新闻从业人员的整体素

质，尤其是他们的道德状况，越来越为新闻媒介及新闻团体所重视。 

  新闻道德的客观性 

  和其他职业道德一样，新闻道德的发展是由新闻事业的本质所决定的。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出现并获得迅速发展后，新闻信息传播活动日益频繁，最终出现了质的

飞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闻传播从其他行业中分离出来，报业成为独立的产业，新

闻传播活动成为一种职业；二是新闻道德建设从一般道德中逐步分离出来，新闻职业道德建设

受到社会关注。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资本主义新闻道德体系经历了从自由主义理论到社会责

任论的转化。20世纪前后，西方新闻界开始制定职业道德行为规范，要求媒介加强自律，挽救

道德危机。到本世纪90年代，世界上约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新闻职业道德规范。 

  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社会道德“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

仍然是这种产物”。1991年，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四届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我国的第一个

正式成文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主要内容有8条：1、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3、遵守法律和纪律；4、维护新闻的真实性；5、坚持客观公正的

原则；6、保持廉洁奉公的作风；7、发扬团结协作的精神；8、增进同各国新闻界的友谊与合

作。 

  我国第一个新闻道德准则为什么没有在建国初期产生？为什么没有在文化革命中产生？为

什么要产生在90年代初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之际？答案同样是由新闻信息传播活动内在规律的

客观要求所决定。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经济关

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新闻从业人员道德标准

和价值观念出现混乱，导致了道德行为的失范以及腐败现象在新闻界的滋生蔓延。   新闻

道德建设谨访“集体犯规” 

  新闻职业道德既具有一般意义上道德的共同特征，又有自身的特点，其内在规律性是这种

共同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这种内在规律性首先表现在客观性上，是一种由社会存在决定的

社会意识；其次表现在阶级性上，具有更为鲜明的阶级性和强烈的政治色彩；第三表现在调节

性上，是对新闻传播活动的一种特殊的调节规范体系。 

  新闻道德的内在规律性决定加强新闻道德建设必须标本兼治，必须走“个人自律、媒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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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社会监督”相结合的路子，最终达到提高队伍整体素质的目的。当前我国新闻界新闻道德

的失衡与错位问题与前几年相比，又出现一些新趋势。   1、出卖版面，“有序化”地进行

有偿新闻活动。一些单位仍然存在新闻报道与经营不分的问题，有的仍以新闻方式为企业作形

象  广告，有的仍给采编部门和采编人员下达创收指标；一些单位出卖版面的现象还很严

重，有的甚至把报纸出卖给个人或企业承办，从中收取“管理费”。这种集体有偿新闻活动比

个人收取红包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更坏，对新闻队伍的腐蚀更为严重。 

  2、媒体集体公开剽窃，进行侵权活动。受到读者广泛欢迎的媒体饱受被侵权之苦，有的

多次在报上公开发表“本报法律顾问声明”，表示将“对侵权者给予舆论谴责以及必要的法律

追究”，但收效甚微。剽窃者或把别家报刊的好作品改头换面据为己有，或干脆原封不动搬过

来为己扬名，集体剽窃，公开侵权。   3、故意失实为特点的媒体集体“造假”活动。虽然

问题大多发生在一些小报，但影响新闻界整体形象，必须高度重视。 

  媒体的故意“犯规”，是当前新闻道德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也是加强新闻道德建设

的重点。由于是媒体集体行为，所以在治理上应以加强媒体领导班子建设，加强媒体自身管理

水平为主，以社会监督、个人自律为辅。 

  杜 鹃：女，烟台日报社总编室编辑； 

  赵军祥：男，驾驶天地杂志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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