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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中媒体商业利益与道德的博弈 

 从历史角度看，大众传媒至诞生那一刻就开始在监测社会环境、引导舆论、普及知识、整合社会价

值观等方面孜孜不倦地工作。在我们彻底疏远通过人际传播获取信息的方式，高度倚赖报纸、广

播、电视、互联网的今天，我们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远大目标。不容忽视的是，媒介铺天盖地的

新闻报道已经成为人们接触、了解外界的直接途径，人们对外部环境的判断也越来越倚赖新闻报

道。人们对社会和谐与否的心理感知直接来源于大众传媒提供的各种报道素材。因此，大众传媒在

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人民喉舌”是人们对中国传媒饱含信任的称呼。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级媒体收入全部来自于

国家财政拨款，全国人民是其根本上的“衣食父母”，因此，“坚持社会效益第一”是中国传媒天

经地义的道德准则。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这句话说起来依然貌似理直气壮，但要真正坚持做到却太

难了。由于实行企业化经营、自负盈亏，中国传媒由“不食人间烟火”的党政宣传机关一步步变成

需要“自己动手”方能“丰衣足食”的市场主体。报纸要靠发行量、广播要靠收听率、电视要靠收

视率来挑逗广告商鼓囊囊的钱包以维持生计。所以，在我们提出建立和谐社会这一美好理想的时

候，中国传媒早已不是冰清玉洁的处女了。  

    时代要求中国传媒承担着传播健康文明、整合价值观念、为构建和谐社会引导舆论的重任。然

而，由于自身存在的经营压力使其经常处于是成全宣扬社会道义的高尚行为还是得到维持生计的现

实好处的尴尬选择中。在这种状况下，如何继续保持传媒作为“人民喉舌”的公信力？如何保证传

媒在面对社会效益和广告收入“鱼和熊掌”难以兼得的博弈中，社会效益仍然处于高居第一位的优

势地位？如何保证大众传媒不会变成惟利是图的“势利传媒”？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看看我们的部分媒体吧：报纸上，虚假广告充斥、有偿新闻“犹抱琵琶”、“星腥性”报道如洪

水泛滥；广播中，有的频率整天播放不登大雅之堂的某些药品广告；电视节目中，各种商业广告随

时可能横插进来，令人倒胃。媒体过分热衷于报道时尚、流行，报道财富英雄、报道繁荣昌盛。却

很少亲近处于贫困的广袤农村。记者们很少愿意像老一辈那样在田间地头与农民兄弟亲切交谈、调

查研究了。摄像机镜头忽略城市弱势群体、进城务工农民已经太久。传媒亲城市、远农村，亲强

势、远弱势的现象难道能称为“和谐”？  

   一旦媒体变唯商业利益马首是瞻，它在人民心中多年来树立起的公信力将何以为济？如果人民对

自己的喉舌不再信赖，中国媒体又如何承担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引导舆论的重任？  

   尽管道义与收益的博弈在传媒界早已是不愿公开的痛苦和秘密，但和谐社会的确需要更加公平、

公正的舆论环境来支撑。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远大目标，中国传媒必须在商业利益赤裸裸的诱惑下

严守信息传播道义的操守；必须摒弃势利、紧抱良知、关注民生、同情弱势。必须时刻清醒自己所

肩负的引导社会舆论的崇高责任。  

  要完全做到这些尚需时日。  

  但，我们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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