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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社会，要维持其良好的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都有必要采用各种方式、手段对

社会实施控制。社会舆论借助其独有的控制工具－－大众传播媒介，对整个国家生活包括政治

民主、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民众伦理观念的形成，负有一份特殊而不可取代的道义责任。很

多时候，它是客观公正的文化表征，是社会普遍道德原则的灵魂和化身，它对国家的安危、发

展，对社会的稳定，对公众的生活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因此，新闻工作者的地位也随之

变得特殊起来。 

近些年来，在新闻传播引入市场因素之后，不规范的市场秩序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对新闻传播

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加之新闻媒介或记者自身放松要求，随波逐流，频频出现丧失职业精神

和违反职业道德的现象。 

一、新闻职业道德缺失的几个方面的因素 

1．政治因素。 

新闻工作者的把关行为必然要受到所处社会政治体制的制约。美国的新闻一直标榜自己是自

由、民主的，但实际上它受到政治体制的制约是非常明显的。美国的传播学家赫伯特·简总结

了所谓的“美国新闻界永恒的价值观”。这个“永恒的价值观”可以认为是美国资产阶级新闻

学者的一个“自供状”，其观点在美国所有的媒介中几乎都有所涉及的东西。 

实际上，政治永远是一个主导新闻的很重要的因素，不同的阶级都对自己统治下的大众媒介提

出了不同的要求。比如说美国的媒介总是在有意无意地维护着资本主义现行的秩序，对破坏这

种秩序造成的后果可以说极力地渲染。这就是美国传播学者提出的永恒的价值观。这在美国的

媒介现实中运用得非常多。比如说在战争时期美国的新闻界居然可以炮制新闻。南联盟的万人

坑，后来事实证明就是一个假新闻；伊拉克杀婴事件后来也被证明是假新闻。 

2．法律因素。 

法律因素是反映新闻筛选把关行为必然要受到现行法律体系的规范。媒介如果越过法律规范就

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问题。例如，张金柱确实是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许多媒介在张金柱还没有

被起诉的时候，当张金柱还是一个公民、甚至还是一个领导干部的时候，就运用了一些非常过

分的字眼，诸如：“大魔头张金柱”、“张金柱丧心病狂”、“死有余辜”等等。其实，这些

都是越过法律程序对这个事件的审判，以致于后来张金柱痛哭地说是媒介把他判死了。虽然张

金柱罪有应得，但不应该由媒介先来进行判决，“死有余辜”不应该由媒介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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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济因素。 

新闻工作者在进行新闻筛选把关的时候，必须顾及由信息带来的经济压力。播什么样的信息，

能不能给自己的媒介和单位挣到钱，这在当前我国媒介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作为一个新

闻工作者，永远要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将经济效益放在第二位。但是当前不少媒体恰恰反

其道而行之。 

当然，这还涉及到新闻工作者的个人因素。新闻记者在采访或新闻筛选把关的时候索要钱财或

好处，给了钱就发，不给钱不发甚至是找事发批评性的报道，这些行为都严重地损害了媒介的

公信力和新闻从业者的形象。 

4．社会、文化因素。 

社会文化因素是指新闻工作者在把关的时候，应该使我们的信息符合社会价值标准体系和受众

的文化取向。传播的东西必须让受众能够理解，或者说还有真实性的可能，或者说跟他认知的

这种社会文化行为的方式大概相符。但是也不能一味地迎合，要抓住不同受众的文化心理，努

力地去提高受众的文化层次。从根本上讲，媒介的作用就是提升我们的社会文化因素，提升我

们的社会文化水平。 

有一家省级报纸登了一条新闻，说“老农民买烟，喜得三千元”。就是一个农民到集上买了一

包烟，但是没想到这个烟打开里面有三千元钱。就这样一条新闻，记者用什么样的角度去切

入，显得非常重要。那个记者是用什么角度呢？用羡慕的角度，字里行间都体现着自己的那种

羡慕，说“哎呀，你看人家怎么运气那么好，人家怎么可以买包烟就得三千块钱？”我想大多

数的新闻工作者都能想到，为什么烟盒里会有三千块钱？我们能不能从这个深层次的角度去挖

掘，这应该才是我们广大受众普遍关心的角度。 

5．信息自身的因素。 

这包括信息本身的因素、个人因素和受众因素三个方面。比如说时效性、接近性、新闻价值、

真实性这样几点。 

个人因素，指的是传播者个人的因素。也就是说，传播者个人有很多条件的不同，导致了新闻

筛选把关的不同，影响了新闻的筛选。具体而言有三项因素可以说对把关的影响比较大。第

一，世界观和价值观；第二，个性特征；第三，个人的传播方式。 

作为新闻的筛选把关者，新闻工作者必须通过前馈、反馈这些手段来了解目标受众的构成、需

要、心理和行为等等信息，因为现在的社会已经日趋多元化。在多元化的背景中，受众趋现出

越来越多的不同的生存状态和背景，比如说年龄不同、收入不同、职业不同、文化水平不同、

兴趣爱好不同。注意受众因素，才能较合理地满足受众的需要。 

二、新闻记者应遵守什么样的道德规范 

新闻职业道德是用于调整新闻行业内外的矛盾关系，规范新闻传播职业行为的一种道德。它是

以新闻职业责任为核心的一个综合价值体系，是新闻传媒及其从业者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应当遵

循的行为和道德规范。 

国外较早时就提出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问题。1874年，瑞典舆论家联谊会成立时就强调要

提供正确的消息给读者，同时新闻和意见必须明确地划分，新闻是新闻，评论是评论，意见是

意见。1908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斯博士公布了《记者守则》八条，其中强调

新闻媒介要为大众服务，要坚持一个超然的地位，就是永远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介入社会生

活，用平静、客观的笔触去描写你所看到的新闻事实。 

 



新闻界有句话说得好：“先做人，再作文。”新闻工作者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给予的，因此，

新闻工作者必须以人民利益为重，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和发扬廉洁奉公的优良传统。

中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尹韵公说，媒体要始终牢记社会效益第一。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应该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拒绝有偿新闻，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发挥舆论

监督功能，避免新闻侵权行为，自觉抵制有偿新闻，杜绝恶意炒作等等。这些都是新闻工作者

的职业道德所包含的。 

三、如何解决当前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的缺失 

我国早在1993年就出台了《关于加强新闻队伍职业道德建设、禁止“有偿新闻”的通知》，

《关于新闻采编人员从业管理的规定（试行）》也很早颁布实施，但是到现在为什么有偿新闻

还是屡禁不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郑保卫认为，尽管已经有了一些相关的规章

制度，也一直对媒体和新闻工作者进行职业道德教育，但由于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而导致规

章制度的执行常常出现“梗阻”现象，导致对教育后的效果检验和行为监督缺少相应的手段而

流于形式的现象。郑保卫认为可以借鉴国外的新闻评议制度，负责处理新闻业内部或新闻业与

社会间的新闻纠纷，即因新闻传播行为所引发的矛盾纠纷。 

1．加强自身修养，坚持实事求是。只有传播者、新闻工作者对自身素质的更高要求，才能不

断地进步，加强自律。另外，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仔细核实新闻，许多假新闻还是可以

避免的。 

2．强化监管职能，建立媒体信用等级评价机制。监管就是要发现假新闻，鼓励媒介之间互相

举报假新闻。同时，建立一个媒介等级信用评价机制，发假新闻多的媒介信用等级相应降低。

在这种机制的制约之下，权威性强的媒介、从不发假新闻或者极少发假新闻的媒介就会脱颖而

出，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支持，得到更多的信任。 

3．加强诚信教育，加强政治、业务素质教育，使新闻工作者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坚持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继承和发扬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掌握正确的

方法论，进行自我约束，自觉地遵守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另外，加强新闻立法，提升媒介的地位。这样，媒介可以广开门路，多种经营，不用靠煽色腥

这种廉价地吸引读者的新闻噱头来卖钱。这其实也是一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 

 孙 慧（武汉大学新闻研究生 430072） 

周启超（中南民族大学工商学院 武汉 43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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