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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3.15刚过，一条打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旗号的消息在报纸、电视、更主要是

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轮番轰炸，该消息称，“国家照相机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报告说，该

中心近日抽查了北京、上海、西安、广州、杭州等地市场上33个品牌、37个型号的数码照相

机。经检验合格的有23种型号，9种型号不合格，5种型号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抽样合格率为

62.2%。也就是说，数码相机有将近四成不合格。此消息出来后令消费者大为恐慌，已经买的

担心自己的相机是否在这四成中间，没有买的则无所适从。 

  然而，不久媒体就证明此消息是一则不折不扣的假新闻，该消息所言之凿凿的数据，实际

上是两年前的市场抽查数据，新华社在2004年初就此作过相关报道。而近来有关部门根本没有

做过相关抽查，两年前所反映的问题早已基本解决。 

  把前年的新闻拿出来进行恶炒，其目的只能有一个，就是混淆视听、制造混乱、误导市

场。这是IT报道中形形色色的假新闻中最新一则活报剧。近年来这样“轰轰烈烈”的假新闻在

IT报道中屡屡现身，每年都有许多。 

  这种现象的存在，表明IT报道亟需贯彻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的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公共服务”的一种信

念，它最突出的特点，是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新闻专业主

义的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团体(郭镇之，《舆论监督、客观性与新闻专业

主义》，传媒学术网)。新闻专业主义要求记者在从事新闻报道的时候，要遵从以下原则:一是

客观性原则。“客观性是一种使新闻工作者将事实隔离于观点、从而避免个人偏见的规定，或

机制，它要求新闻工作者站在中立的(neutral)立场上，以客观性的方法报道新闻、反映观

点”(同上)。记者在报道时要按照“新闻价值”的中立标准而非个人好恶进行选择。二是真实

性原则。记者在报道时必须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原貌，这是新闻报道最基本的要求。三是独

立性原则。媒介乃社会之公器，媒介应该完全独立于各种势力之外，服务全体人民，而不仅限

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四是自由性原则。媒介应该充分享有采访、报道、出版等方面的

自由，记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地保障。这四项原则构成了新闻报道的专业基础。 

  目前，IT报道领域违反新闻专业的现象有很多，较严重的有以下三种: 

  一是虚假新闻层出不穷。由于媒体的过滤机制还不健全，每年都有很多虚假新闻堂而皇之

出笼。这在每年岁尾的十大假新闻评选中屡有反映。 

  二是新闻报道式广告。记者受雇于某个厂商，以新闻报道的方式来为企业进行广告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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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们对这种新闻报道形式的广告缺乏警惕性，所以往往更具有欺骗效应。 

  三是“枪稿”横行。记者出于个人私利而充当企业的吹鼓手，通过“有偿”方式来为收买

自己的企业唱赞歌或者采取歪曲、捏造等手段帮助该企业打压竞争对手。目前这种方式引起的

恶果已经严重影响了IT报道的诚信，以至于严肃认真的报道也往往被人指为“枪稿”。 

  这三方面问题，已经成为影响IT报道公信力的最大障碍。 

  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依靠健全的法律法规外，更重要的，还要依靠规范的职业道德建

设，在IT报道中恪守新闻专业主义，强化IT报道的职业道德和工作规范，大力弘扬传媒的职业

精神。 

  如何坚守新闻专业主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师陈力丹先生的建议值得重视。陈力丹

先生认为，要遵守新闻专业主义，关键是要“健全有效的传媒内部自律机制，内化记者的职业

角色”。陈力丹先生认为，我们现在谈到记者的专业主义的时候，较多地想到的是设立诸多明

确的规范(自律)和如何保证这些规范的执行，落实到确切的奖惩上。这些在当前是必须的，因

为问题似乎太多而得不到解决。但是从长远看，一种行业的专业化程度较低，其职业行为才需

要更多的由外部控制而非来自内部的压力。而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它的职业角色通过职业

理念和精神的内化而形成，从而每个个体能够在从业的过程中自觉担当社会道义和服务公众的

责任。一般说来，对于传媒职业道德和工作规范的控制有三种模式:受众控制、第三方控制、

同行控制。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是从业人员对其自身的控制。以自律求自由，可以为传媒赢得

较多的有弹性的活动空间。为了避免较多的他律，就需要更多的自律(陈力丹，《健全有效的

传媒自律机制》，传媒研究网)。 

  陈力丹先生的观点可以说正中肯綮。多年以来，针对新闻界的职业道德建设，管理部门出

台了很多的规范性措施，但是一直收效甚微。举例来说，《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在

1991年就已经出台了，但是在报道活动中，各种各样违反新闻专业主义的行为仍然司空见惯，

有着广泛的市场。新闻界对从业人员举行的历次职业调查都发现，有为数甚多的记者对自己的

职业规范认识模糊，分辨不清哪些是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因而在新闻实践中发生这样或

那样与记者职业形象不符的问题。随着市场因素对传媒以及记者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种问题日

渐蔓延。 

  比起一般的报道活动，IT报道专业性更强，与市场的接触更为密切，因而IT报道对专业知

识和技能要求更高，各种违反新闻专业主义的诱惑所带来的压力也更大。因此，更有必要推行

新闻专业主义，大力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意识。只有这样，类似“数码相机四成不合格”这

样的假新闻才能不出现或者少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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