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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新闻记者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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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20世纪70年代起，环境新闻在全球迅速发展起来。目前，世界各国都出现了有自己特色的环

境新闻网络；在新闻记者群中，相当一部分是主要从事环境新闻报道的；在不少新闻事业发达

的国家，甚至成立有环境新闻从业人员协会；不论什么国家设立的新闻奖，环境新闻的获奖数

量都是很多的。 

环境新闻作为一种题材，之所以在新闻报道中占据如此特殊的地位，是全球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的结果。高度工业文明的发展加剧了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新闻媒体作为信息捕捉和传播的依

托，在这方面的敏感不可或缺。根据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奈特环境新闻学中心主任詹姆斯·戴

特金最近在中国记协演讲时提供的一个国际调查机构统计资料，在接受调查的2万多名媒体受

众中，92％的人表示对环境题材感兴趣，这个比例仅次于对犯罪题材和地方新闻的兴趣。他们

的调查还表明，受众对环境新闻的关心度呈增长趋势。 

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也已经觉察到环境问题的重要。由政府机构和媒体策划组织的环境新

闻报道活动规模层次虽然不同，但年年都有，而且在全国各地非常活跃。各地区、各行业的环

境事件和人物，成为新闻媒体争抢的热点。 

二 

当我们考虑环境新闻时，首先要研究的是环境题材本身的复杂特点： 

第一，环境问题对受众有极强的贴近性。环境新闻报道的对象，比如水、空气、食品的污染，

直接影响到人的生命健康和生存质量。这对环境新闻报道的可信度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环境

新闻的真实性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二，环境问题往往与政策和管理机构的渎职有直接的关系，对它的调查报道会与某些企业或

个人发生严重的利益冲突。正因为此，曝光性的环境新闻报道会遭遇意想不到的阻力，记者有

时会因此面临危险。同样，记者有时会因此面临利诱，记者的职业道德和人格会同时经历考

验。 

第三，很多环境问题会有选择的两难困境。在发展中国家，这样的两难处境更加尖锐。比如旅

游业的发展与景点环境的破坏；发展矿业与矿山污染；地方经济的发展与地区的环境污染。中

国目前一个发展很快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该组织从2000年开始实施“绿色希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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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计划，参加计划的志愿者赴贫困地区的学校，为那里的学生传授环保知识。在这个计划

中，有一个很有意义的传统节目叫“村民大学”。内容是设立这样一个情景：一个山村建了一

个化肥厂，为村里带来了经济利益，一些村民也进化肥厂打工。但是，化肥厂对村边的河流造

成了污染，渔民不能打鱼了，果农的果树减产，果农、渔民和村民向化肥厂索赔。节目让学生

围绕污染责任与索赔展开争论。根据志愿者们的介绍，争论非常激烈，而最后的结论常常是很

难下的。因为如果只算经济帐，污染和关厂的损失可能打个平手，如果放到可持续发展的角

度，结论肯定是一边倒的。但是，如果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其他发展途径的穷山村，化肥厂让年

轻的村民看到了摆脱贫穷的希望，那么，对于这个穷山村来说，在短期效益和固守无污染的贫

穷生活之间，很难做出选择。在环境问题带来的两难情景中，受众所希望得到的，不仅仅是客

观存在信息，而且还要有合理深入的分析和积极的解决方案。 

第四，环境问题的形成和解决往往有很强的科学技术元素。由于记者不是科学家，在专业上的

失语，往往会导致报道内容的失实。 

三 

几年前，笔者随一个记者团出发到辽宁庄河采访，收到了一份材料，上面写到庄河市原来盛产

杂色蛤、交蛤的一片潮滩，因为建了一条长1200米的引堤而遭到破坏，当年的“北方贝库”如

今已变成烂泥潭，贝类已经完全绝收。我们上午来到庄河，当地干部显然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来

意，抵触情绪很大，说涨潮了，海滩交通不便，赶上修路，采访车没办法过去。记者团只好暂

时放弃采访。但是记者们并不死心，当天又杀了个回马枪，绕过当地干部，直奔庄河潮滩。天

已经接近傍晚，正遇到了赶潮的人流，记者们采访了当地老人、船夫和渔家女，后来又咨询了

海洋学专家。 

亲临现场使笔者对庄河的环境情况有了真实的了解：第一，庄河滩涂上的北堤修于1983年，当

时的目的是为渔船避风；第二，如今庄河2.5万公顷的中心产贝滩涂只有大堤两边一两千亩的

确成了烂泥潭；第三，环境问题肯定是存在的，70年代赶潮的人们在很近的地方就采到了又好

又多的贝，现在，他们只能走得很远了。第四，对如何认识这条北堤的功过，当地干部和海洋

学专家意见分歧很大。海洋学专家认为，北堤的修建人为阻塞了贝类的生长繁殖，改变了大堤

两边的土质，破坏了生态平衡；当地政府则认为，北堤的建立拓宽了滩涂面积，贝类年产量比

过去增长了10倍。笔者把自己看到的、采访到的作了真实、客观的报道，写成了《话说北堤》

一文，客观报道了庄河滩涂的现状，如实摆出了科学家和当地政府对堤功能的不同理解，指出

了从长远利益考虑，滩涂环境破坏的后果，也谈到了庄河市政府正想办法采取补救措施。最后

文章的落脚点是希望人们在修堤之前应该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因素，对海洋国土进行科学规划。 

现在回过头看这篇报道和它的采写过程，基本上是成功的，这个成功的基础是笔者采取了负责

任的心态，而这种心态，恰好符合了环境新闻的基本理念。 

四 

如上所说，环境新闻的复杂性决定了从事环境新闻报道的记者，应该有比别人更强烈的责任

感。 

1．在环境新闻的报道中，最忌把道听途说作为事实依据。必须准确客观真实地报道事实，否

则以讹传讹，自己便成为谣言的一个环节，在娱乐新闻中或许只是笑料，在环境新闻里，就有

可能造成错误甚至酿成悲剧。 

有21年记者生涯的环境新闻记者詹姆斯·戴特金的经验是：采访时，尽可能多地听到多方面的

声音，包括政府官员的声音、专家的声音、百姓的声音、医护人员的声音等等，在美国，赴现

 



场采访的环境新闻记者，叫“前线卫士”。 

2．环境新闻记者要有决心、毅力和勇气。要敢于面对敌意，有坚持真实和坚持到底的韧性。

同时，一定要注意保护新闻线索的提供者。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环境新闻记者与西方的同行相比很是幸运。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政府部

门组织的环境采访活动日益增多，这使中国的环境新闻记者较少承受风险压力，被拒绝的概率

大大降低，避免了很多来自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阻力等等，很多环境新闻因此比较快地发挥了监

督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但是，组织大型环境新闻采访团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 

比如，一些大型采访团的记者俨然成了大权在握的中央官员，采访时不是记者与采访对象的对

话，而是中央与地方的对话。有的采访团，采访车前警车开道，到了地方吃喝玩乐，这样的记

者，怎么可能做到真实客观地报道新闻？ 

另一个问题是，一些被曝光者对当地环境问题举报人或新闻线索提供人进行打击报复。很多时

候，由于记者或者记者团的不负责任，将新闻线索提供者身份暴露，记者采访车前脚走，在当

地生活的新闻线索提供者就遭受打击报复，这样的教训非常深刻。 

3．环境新闻记者要多角度地思考问题，要能够透过多种声音挖掘出环境事件背后的东西。比

如，关于庄河北堤的报道表现给读者的，不仅有存在的问题，而且有解决的计划以及避免问题

发生的科学思考。 

4．环境新闻记者要注重科学依据，多向科学家请教。记者不是专家，也不必冒充专家，但是

他要传达给受众有权威有科学合理解释的观点，他要充当这个传声筒，就不可能不把科学家的

声音首先采集过来。不仅如此，记者还要把自己设定为一个普通的受众，琢磨他们想要得到的

科学信息是什么，根据大众的新闻需求向专家请教。 

（中国国土资源报记者 赵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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