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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自律与逆向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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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的习惯思维中，媒体总是以监督者的身份出现。而在新年伊始第一天，笔者却从

《成都商报》头版上，读到一则“本报总编公开电话今日开通”的消息。内容是诚请社会监督

该报采编人员的职业道德。 

  媒体的监督，是运用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对政府、党派、团体和个人进行舆论评价，

实施监督功能，它是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内在机制之一。许多媒体在这个层面上，都进行了卓

有成效的努力。但是，媒体在监督别人的过程中，也应受到人们的监督，笔者将这种监督称为

“逆向监督”。这样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标志着新闻媒体责任意识的增强。媒体从业人

员自觉接受社会监督，需要勇气和胆识。 

  这种“逆向监督”不是别的，实际上是一种新闻自律，即新闻从业人员在道德上所进行的

自我约束。只不过通过这种诚请社会各界监督的方式，将新闻从业人员置于大众目光之下。这

种方式一方面，可以保障媒体在新闻自由的前提下，防止滥用新闻自由，对社会和国家负责；

另一方面，由于新闻从业人员所从事的新闻活动，实际上代表着新闻媒体，其活动直接影响到

媒体的形象，所以这也是媒体在公众中的一种形象塑造和品质提升，是取得媒体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的良好途径。 

  由此，笔者想到近日网络上炒得火热的“吴征杨澜学历造假”事件，一些媒体对此事件的

报道，有些地方，比如对获得文凭的时间的报道上就明显与事实有出入。杨澜在《南方周末》

上反驳道：“我们在文凭上没有弄错时间，时间上的混淆是他们自己弄的。这些报纸和网站，

有个别地方弄错了，有以讹传讹的，有记者想像的。比如不同的报纸在介绍我们的时候，后边

往往附上我们的简历，有时抄来抄去就抄错了。但这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个监

督这些媒体，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去一一更正，经常是我们根本没接受采访，人家就写了一大

篇。” 

  杨澜所说的确是大实话，“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个监督这些媒体，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去一

一更正。”其实，杨澜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即有些媒体根本没有给我们这样一个监督的机会

和行使监督权利的畅通渠道。这样使一些普通读者的意见得不到表达，既使热情的读者千方百

计传出了自己的意见，大都会落得个泥牛沉海的下场。 

  因此在笔者看来，《成都商报》公开总编电话的举措，无疑是引导“逆向监督”的精彩之

笔，也是媒体自律的一次成功尝试，但愿这一举动能给报界同仁带来一些启迪。“以铜为鉴可

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读者的逆向监督为镜，映照每一

个新闻人的职业道德与行为规范，则媒体作为“天下公器”的社会角色不污也。 

·新闻自律发展历程概述  

·英国报业自律现状及其…  

·拷问新闻真实——几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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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章：媒体自律

· 媒体的道德自律和媒体的公信力 (2004-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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