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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包新闻：在道德边缘行走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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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话可以用来形容中国记者陷入“贿”中并行走在职业道德边缘或以外的情形，即“常在

河边走，哪有一湿鞋”。一次，笔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房地产展览前奏的房地产高级

论坛，听到一些记者在询问：怎么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受邀请与会的记者既没有得到任何的

“纪念品”，也没有得到哪怕一角钱的“车马费”。因此，老记们感觉很奇怪。此论坛，中国

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前来发言。另一次，在一家著名媒体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并没有按照惯

例给到会记者礼金。待到会议结束后，大陆的记者没有散去时，组织方有关人员解释说：今天

来了台湾的记者，所以，没有给大家准备礼品。  

红包收入占一般记者收入的零头 

  总的来看，记者应邀或主动采访，如果得不到任何一点招待，则是“非正常”的事情，除

非是被拒绝采访。“正常”的接待是会以这样那样的形式款待记者，最最简单的形式，要么吃

自助餐，要么给几本书或行业性的小小纪念品，要么兼而有之。通常的做法是每家媒体的一名

记者能得到200元至400元不等的“车马费”或“稿费”。但这点意思对于一名记者来说，在他

一年的收入中只能是极小的部分，一般占总收入的二十分之一以下。所以，对于记者来说，收

这种好处真是左右为难，不接受又不好拒绝，拒绝了下次人家请别的记者来，自己从此失去了

相应的新闻源；又不好上缴本单位，那岂不是“检举”人家？自己收下，数额又不大，却会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实在是一件烫手的山芋！  

强势媒体记者是红包最大受益者 

  记者受邀次数与所得好处的比例是与所在单位的影响力成正比的。即媒体越是著名，该媒

体的记者越是受各方面的重视。那些权威性媒体，或者说强势媒体，拥有众多的受众。他们的

版面与时段成了社会各界争相夺取的对象。要据有相应的版面与时段，首先得邀请到记者，其

次要招待好记者，最后要进行报道跟踪。虽然强势媒体的记者可能所得好处在与会众多记者

中，居特殊阶层，但这点好处与他们的单位报酬与福利相比又可谓是小巫见大巫。记者必须根

据自己的版面、时段或媒体的总的内容特点来选择参加什么新闻发布会，或者采访什么样的单

位或人物。这样，一年下来，就算他一周能拿到500元的“稿费”，一个月就是2000元，一年

就是24000元。他所得到的好处费就占到他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但笔者从来没有

见过这样“高规格”的好处。而且，强势媒体的记者、编辑数量与有礼金的新闻发布会数量相

比，还是僧多粥少。跑会的很多时候是让记者去了，安排他们去的，可能是资深的编辑，对于

这些“老江湖”来说，能眼睁睁看着小记者将好处悉数装入自己的腰包？所以，经过一番分配

后，个人所得还是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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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强势媒体在中国1万多家媒体当中，属于“少数民族”，更多的媒体要么处于县市

级，要么处于不发达或比较不发达地区，要么属于难以有好效益的专业性媒体，要么是经营管

理情况不佳的媒体。中国40多万记者队伍中，非强势媒体的记者占据了绝大多数。因此，新闻

发布会邀请他们参加，主要是为了造成一种声势，首先是会议热闹，否则只有当地那么几家强

势媒体的记者，是没有劲的；其次组织者可以到上级那里邀功：看，我请来了这么多媒体的记

者！第三，毕竟报道的媒体越多对于组织单位越有利。对于这些非强势媒体的记者而言，即使

在北京城，能一次性给你200元的车马费算不错了。那么对于中国大城市以外的广大地区记者

来说，这200元应该是不小的数目。这样看来，所谓的“红包”问题主要还是集中在发达地区

强势媒体的记者身上。但在不够发达地区相对强势的媒体，也可以有据当地经济条件来衡量的

标准。比如，某地市工薪阶层人均不过1000元，那么，这里的新闻发布会一个记者一次得到

200元，就算是很多了。 

客观公正地报道至高无上 

  笔者做了这么多年的编辑与记者，一直奉行的一条就是要客观、公正地报道。从我手里过

的文章数量已经很多，写的文章也已经很多，所幸的是从来没有出过假新闻。这些年尤其是近

年，媒体报道的假新闻实在是太多，多得令人难以想像，假新闻怎么可能从一个编辑或记者手

中出来？但对于日报的记者与编辑来说，如果工作任务大到一定的限度，或者考核标准超过科

学限度范围，就容易造成假新闻的温床。另外，一个记者一辈子从来没有写过一篇对不起良心

的、夸大其辞的文章，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甚至，我还有一条标准：两条都可以选择的新闻

放在一起要选其一，就以新闻价值大小为取舍的标准。上述几条原则是应该放在至高无上的位

置的。考查一个记者或编辑，首先要看他的工作结果，看他的与报道相关行为的具体内容。有

一次，一位著名媒体的部门主任在研讨会上谈到他们是如何对待“红包”问题时，说：你只要

能出文章，出版面，合格了，你拿多少好处也不管。他的这种观点在相当的程度上得到同行们

的共鸣。  

红包虽小腐蚀记者性大 

  不过，问题在于，得了人家的好处，你就可能会想办法替人家做宣传；如果这种好处大到

你重视的程度，或者好处潜移默化地软化了你的感情，你就会想方设法来做有关报道；即使你

的报道是客观、公正的，但从整个大局来看，与所报道对象相对等的相似对象，你却没有多少

报道，或者有的只是批评性报道，这样对于受众是否公平呢？对于所在的媒体你又是否尽职了

呢？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  

  但一般来说，只要是能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或者研讨会什么的，召集一大批记者前来，都

会准备了有一定新闻价值的素材。因此，据我看来，这种“红包”稿的害处比起人情稿、关系

稿还是小很多的。那种人情稿、关系稿或者出自于上级或利益相关单位的重要人物，或者出自

于朋友或同乡，或者出自于亲人或同事，记者、编辑受他们所托，千方百计找到相关的编辑甚

至部门主任直到值班总编辑，一定要上这样的稿子。比如，某电视著名栏目，经常都会有很多

人为了将自己的活动消息挤进去，绞尽脑汁，到处托人。  

发红包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1993年，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发布有关加强新闻队伍职业道德建设、禁止“有偿新

闻”的通知中指出，新闻单位和新闻工作者不得接受被采访或者被报道者以任何名义给的礼金

和有价证券，不得向被采访或被报道者索要钱物；各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向新闻单位和新闻工

作者赠送礼金和有价证券。同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京举办新闻发布会问题的补充通知》

指出，新闻发布会不得以任何名义向记者和新闻单位赠送礼金、有价证券。这些通知至今仍然

有效。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纸空文。  



  现实当中，绝大多数的新闻发布会或者邀请记者采访的活动，都不同程度上存在赠送礼金

的现象。即使是著名的媒体或中央级重要媒体自身向外宣传自己，也要以现金或商品作为礼金

来赠送给记者或者参加活动者。这种行为似乎成了一种行规，或者成了社会的一种不成文的规

矩。组织者之所以要送礼金，主要不是为了贿赂对方，而是因为请人家辛苦来一趟，不意思意

思觉得对不住人家。人家来主要还是“看得起你”，给你面子，为你捧场。如果不意思一下，

只怕是一棍子买卖，在业内再也吃不开了。设想某单位在某大酒店租下一个时段的会议厅举办

活动，而应来的人有许多因为这种事那种事来不了，这个活动就可能流产，主办者就会没有面

子。因此，必须以朋友的热情来招待对方，长期地笼住对方，建立起感情。这样才能形成自己

的人缘或者“势力”；其次，送礼金的目的是要求对方报道自己要发布的新闻；第三，送礼金

的目的是要求对方真实地报道自己公布的新闻。上述这些送礼金的目的，乍看起来并不过份。

只有极少数的新闻发布者要求记者为自己说过头的好话，多渲染一下。  

红包的送与受者算不算罪犯 

  就我的观察，中国的各新闻单位、各著名媒体、各相关部门或团体，对于送礼金的事一般

来说概莫能免。如果按照受贿与行贿罪的有关法律规定来看，就一名记者而言，不过是区区的

两三百元而已，但一次活动要送出的礼金绝对超过了5000元。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行为是

不是算行贿罪呢？一个新闻发布会，如果到会记者有34名有效者，平均每人送给两百元，那么

共计为6800元。从数额来讲，无疑算是犯了行贿罪了。从记者来讲，一次两百元，26次就有了

5200元，是不是也该算是犯了受贿罪？ 

  一次偶然的机会，笔者还看到了中国一位著名的电视主持人为推广自己让人策划的送钱单

子，这个单子平均每人要送500元，很多时候要送双份，即记者与编辑各一份。送礼金的总额

超过了8000元。当时，确有一些著名媒体刊登了她的有关报道。由此，我推测，很多名人在由

不出名到出名，由出小名到出大名的过程中，是要不断用钱来打点的。这位主持人至今还活跃

在电视屏幕上。这份单子，我估计是在一个委托人组织的非正式新闻发布会用的。钱也基本上

花出去了。那么她算不算犯行贿罪呢？ 

  当然，也有一些新闻源，他们对于一般的记者则无须打点，除非是极个别的全国性权威媒

体中的著名栏目或版面派出的记者。至于在湖南举办的电视金鹰节要收记者的采访费，则从另

一个角度说明了金钱所起的作用。即新闻源，不是采访者得到礼金，就是被采访者或组织者得

到礼金。所不同的是形式而已。记者之间为了争夺对于新闻源的控制权，往往也要不断地用礼

金或其他手段来打点有关人物。在这一点上，记者成了行“贿”者，只不过一般的记者是出不

了大的价钱的。 

比红包更严重的行贿方式 

  上述这种礼金，对于记者的确是一个小小的数目，但也比较实惠。真正要算得上较大数目

的则是那种由被采访者或单位全包的或部分包的外出采访活动。中国有关部门明文规定这种采

访后的报道属于“有偿新闻”。但在很多新闻单位，由于自己无力出采访经费，或者不愿出采

访经费，鼓励记者主动寻觅这种机会。对于中央级或著名的媒体之重要记者而言，到外地采访

一趟，10天之内从行到住再到吃，一般花费在8000元以上。还不包括得到的礼品以及其他软性

的服务贿赂。其数额对于200元，简直有天壤之别，这对于采访者与被采访者，是不是成为了

索贿者与行贿者呢？ 

为记者创造干净的采访环境 

  如果让笔者站在记者的立场上看这种问题，那么，那种尽力保持着客观、公正的报道姿

态，不夸大，不歪曲，以新闻价值大小做为取舍标准的记者，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对于他们

收受礼金的行为应该批评、教育。同时，媒体与社会也要关心记者的待遇与生活保障问题。对

于那种钻进了钱眼里，失去了客观、公正立场进行报道的记者，应该坚决清除出新闻工作者队

 



伍。  

  如果让笔者站在媒体的立场看这种问题，那么，首先媒体要做到自己先正，要以自己的言

行教育记者。同时，“有偿新闻”毫无疑问对媒体的发展是极其有害的。 

  如果让笔者站在社会与国家的立场上看这种问题，那么，我对于这种与“贿”哪怕沾一点

边的行为都是深恶痛绝的。但是社会也要给记者创造出一个干净的采访环境，因为记者也是社

会中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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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包新闻：在道德边缘行走的记者 会员评论[共 4 篇] ╠

这个问题很好，新闻机构是否应该建立一个衡量标准和评价体系呢？ [bumaosong于2004-3-16发表] 

提高记者的正常收入是一个解决之道。不能总让记者自己贴钱采访却不能报销，新闻成本的问题是一个

值得关切的问题。当家中老母卧病，孩子上学，老婆下岗时，道德还能顶得住饥 [西北风于2004-3-15发

表] 

作为一名记者，首先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逍遥王于2004-3-14发表] 

若是你会收吗？ [猪鹿蝶于2004-3-8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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