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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人民生活的相关性”和“事件的时效性”是现阶段我国新闻工作者判断一个新闻事件

新闻价值大小的最主要的标准。调查表明，在关于新闻价值的判断问题上，现阶段我国新闻工

作者最为看重的是新闻事件是?quot;与人民生活的相关性"以及该新闻“件的时效性”，分别

有91.0%和84.8%的被访者认为这一要素对其判断事件的新闻价值“重要”或“非常重要”；其

次，被我国新闻工作者认为是判断新闻价值大小的“重要”或“非常重要”的标准还有：新闻

“是否提供了新的信息”（占78.0%）、“事件或题目的影响范围”（占77.2%）、“是否为本

单位的独家报道”（占73.1%）、“对腐败问题的揭露程度”（占61.8%）以及“事件主角的社

会地位或影响”（占54.9%）；与人们印象中新闻界过于追求报道题材的可读性、趣味性的情

况有所不同，“题材的趣味性”在我国新闻工作者判断新闻价值时的分量似乎显得有些“失

重”，在本次调查中仅40.5%的被访者认为它“重要”或“非常重要”。（参见表25）  

表25我国新闻工作者对评估新闻价值的各类要素重要性的认识 

（调查采用五点尺度，1表示"很不重要"，2表示"不重要"，3表示"一般"， 

4表示"重要"，5表示"非常重要"。本表将1、2项合并，4、5项合并） 

评估新闻价值的各类要素 不重要或很不重要 一般 重要或非常重要 重要性指数 指数意义  

与人民生活的相关性 1.5% 7.1% 91.0% 4.53 “非常重要”  

事件的时效性 3.5% 11.1% 84.8% 4.34 “非常重要”  

是否提供了新的信息 4.6% 16.4% 78.0% 4.15 “重要”  

事件或题目的影响范围 3.4% 18.5% 77.2% 4.13 “重要”  

是否为本单位的独家报道 8.8% 17.1% 73.1% 4.06 “重要”  

对腐败问题的揭露程度 10.6% 24.2% 61.8% 3.84 “重要”  

事件主角的社会地位或影响 15.6% 28.3% 54.9% 3.56 “重要”  

题材的趣味性 22.2% 36.6% 40.5% 3.26 “一般”  

5、专业训练、受众反馈、《人民日报》或新华社的示范构成了影响我国新闻工作者新闻价值

判断的“大三角”。调查表明，在形成和影响新闻工作者对新闻价值判断的诸种社会性因素

中，占踞第一位的是人们的“新闻专业训练及其新闻工作的经验”（77.8%的被访者认为这一

点对其判断新闻价值的影响“大”或很“大”）。其次，对人们新闻价值构成最重要影响的因

素还有“对象读者、听众、观众的反映”、“《人民日报》或新华社的报道或评论”、“读

者、听众或观众调查”（分别有68.8%、67.4%、64.0%的被访者表示上述因素对其判断新闻价

值的影响“大”或很“大”）。这一影响我国新闻工作者新闻价值判断的“大三角”的构成所

·论新闻职业道德  

·警惕媒体“受贿无声”  

·“肉体”与“良心”  

·新闻舆论的选择与规避…  

·从水均益撤出巴格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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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的实质上是我国新闻工作中的专业导向、受众导向和行政导向的实际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

现实模式。此外，在影响我国新闻工作者新闻价值判断的主要社会因素中，“本单位或主管部

门领导的态度或意见”、“消息来源(即消息提供者)”、“其它媒体对类似题材的处理”、

“其它媒体对类似题材的处理”以及“自己的同事/同行”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新闻工

作者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使新闻工作者的新闻把关行为呈现出一种多项社会因素交互作用的复

杂格局。（参见表26）  

表26 影响我国新闻工作者新闻价值判断的主要社会因素 

影响新闻价值判断的传播结构性因素 很小或小 中等 大或很大 强度指数 指数意义  

自己的新闻专业训练或经验 5.7% 15.3% 77.8% 4.12 “大”  

对象读者、听众、观众的反映 8.5% 21.2% 68.8% 3.95 “大”  

《人民日报》或新华社的报道或评论 9.8% 20.9% 67.4% 3.95 “大”  

读者、听众、或观众调查 10.5% 23.1% 64.0% 3.81 “大”  

本单位或主管部门领导的态度或意见 19.5% 27.2% 51.7% 3.53 “大”  

消息来源(即消息提供者) 23.7% 36.3% 38.1% 3.18 “中等”  

其它媒体对类似题材的处理 26.1% 42.7% 28.2% 2.97 “中等”  

自己的同事/同行 35.9% 41.1% 21.3% 2.75 “中等”  

自己的朋友 48.5% 33.9% 15.9% 2.48 “小”  

每一行数据未满100%之余数为拒答或未答者所占的比例。 

6、新闻的客观性与新闻的宣传性已根深蒂固地成为我国新闻工作者对待新闻工作的基本观

念。调查表明，八成以上的被访者“同意”或“完全同意”关于“新闻报道应是客观世界的反

映”的说法，同时，有近3/4的被访者认为“在新闻中，事实与观点密不可分”。换言之，尽

管人们普遍承认新闻的客观性，但新闻同时也是宣传的看法也被新闻工作者所普遍认同。一般

说，新闻工作者面对事实常常有两类判断：一类是真假（有无）判断，一类是善恶（是非）判

断。真假判断是有明显的客观标准可资依循的，而善恶判断却常常缺乏明显的客观标准以资依

循。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办？我国新闻工作者的基本倾向是“遇到有争议的题材时，记者必

须在澄清孰是孰非后再作报道”（同意者占67.8%），而西方新闻工作者所惯常采用的“遇到

有争议的题材时，记者只须在报道中保持对各方的平衡”的做法在我国却较少有认同者（同意

者仅占24.3%，而不同意的则高达49.9%）。以往“在没法准确把握事实时，记者必须依据领导

的判断”的做法，现在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已经为数不多了（仅为13.4%）。另一方面，新闻报

道如何做到真实、全面、公正也是新闻工作常常面对的问题，对此，我国新闻工作者普遍认为

“真实的报道不一定公正”，但是公正的报道却在一定程度上更多低给人以真实感；至于如何

才能使报道做到公正，多数新闻工作者的回答是“只有全面的报道才会公正”。（参见表

27）  

表27 我国新闻工作者对于若干新闻工作观念的认同程度 

若干新闻工作观念 非常不同意或不同意 中立 同意或非常同意 认同度指数 指数意义  

新闻报道应是客观世界的反映 7.4% 10.6% 81.6% 3.95 “同意”  

在新闻中，事实与观点密不可分 10.2% 14.8% 74.0% 3.80 “同意”  

遇到有争议的题材时，记者必须在澄清孰是孰非后再作报道 18.6% 12.8% 67.8% 3.67 “同

意”  

只有全面的报道才会公正 20.5% 24.9% 53.7% 3.43 “同意”  

真实的报道不一定公正 27.6% 24.0% 45.7% 3.18 “中立”  

真实的报道等于公正的报道 37.0% 27.4% 34.4% 3.03 “中立”  

遇到有争议的题材时，记者只须在报道中保持对各方的平衡 49.9% 24.2% 24.3% 2.71 “中

立”  

公正的报道不一定真实 54.4% 24.2% 18.6% 2.55 “不同意”  

 



在没法准确把握事实时，记者必须依据领导的判断 59.7% 25.1% 13.4% 2.41 “不同意”  

新闻不可能真实地反映现实 63.3% 20.1% 15.7% 2.40 “不同意”  

每一行数据未满100%之余数为拒答或未答者所占的比例。 

五、我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意识及其对新闻职业道德现状的看法 

从世界范围看，随着大众媒介文化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所产生的渗透和影响日益深远，大众传

播媒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地位越来越突出，新闻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尤其是

他们的道德水准及现实表现中的道德状况，就越来越为世人所关注和重视。近年来，由于在发

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使人们的经济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进而也就必然

会引发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的重大变化。这种的积极意义自不待言，而如影随形的消极

后果反映在新闻传播领域便是我们相当一部分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的嬗变乃至

混乱。由此导致了新闻领域道德行为的失范及腐败现象的孳生和蔓延。如何估计现阶段我国新

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意识及职业道德的现状？本次调查从特定的角度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一

个有价值的参照系。  

1、有作用、有成绩，但不可高估：我国新闻工作者对《准则》在提高我国新闻职业道德水准

方面作用的总体评估1991年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

我国第一个正式成文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此后，中央和有关领导部门又三令

五申严禁“有偿新闻”和新闻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应该说，《准则》的颁布和一系列旨在纠正

和消除新闻界中腐败行为的措施决定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新闻队伍的道德“滑坡”，并使不正

之风对新闻领域的侵袭有所收敛。但是客观地讲，那种在新闻传播领域中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

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型道德风貌和道德环境还没有完整地建立起来，新闻队伍近年来的道德跌

落状况距离根本改善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本次调查表明，身在第一线，对此感受最为实际和

深刻的广大新闻工作者对《准则》在提高我国新闻职业道德水准方面作用的总体评估持一种相

当审慎的态度：一方面，他们积极评价《准则》在新闻职业道德建设领域中的作用；但另一方

面，他们对《准则》的颁布和实施在现实操作中的实际效果又不做过于乐观的评估。调查数字

显示：在全部被访者中，有近四成的人对《准则》颁布和实施的效果持积极正面的肯定性评

价，其中，11.0%的人认为《准则》在提高我国新闻职业道德水准方面的作用“很大”，28.8%

的人认为作用“较大”，合计为39.8%。但是，更多的人则认为《准则》颁布和实施的效果相

当有限，其中，42.2%的人认为《准则》在提高我国新闻职业道德水准方面的作用“一般”，

甚至还有18.0%的人认为作用“很小”或“毫无作用”，合计为60.2%。按照统计学的原理，我

国新闻工作者对《准则》在提高新闻职业道德水准方面作用的总体评估“作用指数”为2.70，

其统计学意义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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