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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调查性新闻  

● 胡泳 (进入专栏)  

   在数字时代，调查性新闻不需要变成一种

牺牲品。实际上，创造性地思考如何进行传递

的新闻机构，有办法比任何时候都能传递更多

的调查性新闻。

   

哀鸿遍野的报业

   

   10年以前，一个没有报纸的世界是不可想

象的。然而到了今天，很明显，至少在目前的

形式下，报纸将不能够生存。

   近年来，美国宣布停刊的报纸已超过200

家。欧美大传媒公司最近掀起分拆潮，纷纷集中资源，把公司拆分成“赚钱组”和可卖掉的“不赚钱

组”，显然报业属于后者。

   不妨看看《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案例。它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最大

的报纸，已经几乎不能存活下去。它正在陷入财政赤字，发行量急剧暴跌，编辑部也有很多员工

离开。2005年，该报的发行量下跌了16.6%，降至40万份；2006年，进一步下滑至37万份。为

此，报纸减少了本地新闻，也越来越多地采用美联社的国际新闻和国内新闻而不是派出自己的记

者采写。2007年，四分之一的编辑部人员被裁撤。

   2009年2月，随着发行量跌到31万份，报纸的母公司赫斯特公司（未上市）首度披露，《旧

金山纪事报》的财务状况迫使该报将不得不大幅削减运营成本。从2001年一来报纸一直在亏损，

2008年的亏损额是5000万美元。赫斯特声明说，如果不这样做，《纪事报》面临的命运是，要么

出售，要么关张。10月，ABC（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s）报告说，在过去半年内《纪事报》

的销量大跌25.8%，仅为25万份，构成美国主要报纸中最大的跌幅。如果赫斯特公司决定关闭该

报的话，旧金山将成为美国最大的没有主要英文日报的城市。

   另外一份报纸《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对此评论说：“如果新闻业在这个美国最愿意

参与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区走向衰落，那么这是一种不祥之兆。一个多世纪以来，报纸一直被

作为一种公民良知，通过制约腐败、培育责任或仅仅是让公众知情，在促进民主理想方面起着重

要作用。”

   其后，《旧金山纪事报》进行了声明中所说的大幅削减成本和裁员。报纸没有关闭，相反，

它的团队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将《纪事报》恢复到2000年与旧金山另一家报纸合并并陷入混

乱之前所享有的商业健康。该报现已连续四年盈利，并增加了编辑和业务人员。发行人杰夫·约翰

逊（Jeff Johnson）说，收入每年以大约4％的速度在增长。同一时期，据Pew Research的数据显

示，大部分报纸上市公司的收入都在持续下滑。

   如果与其他行业横向比较，结果更是惨淡。2012年3月，CEA（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和社交网站LinkedIn联合发表研究报告称，2007-2012年，在美国众多产业中，报业的

衰退最严重，萎缩了令人吃惊的28.4%。甚至零售业，在美国经济陷入不景气导致普遍工作流

秦晖 陈行之 龙应台 郑永年

曹林 丁学良 鄢烈山 傅国涌

于建嵘 陈志武 徐贲 郭宇宽

马立诚 陈嘉映 向继东 黄宗智

杨祖陶 赵汀阳 戴建业 李昌平

沈志华 王霄 张鸣 杨鹏

杨奎松 周濂 王海光 陈奉孝

邓晓芒 郭世佑 马玲 王振东

狄马 史啸虎 王缉思 袁伟时

熊培云 秋风 孟令伟 雷一宁

刘小枫 周枫 蒋兆勇 吴伟

储昭根 沙叶新 刘瑜 许之远

葛剑雄 吴励生 吴稼祥 袁刚

潘维 郑秉文 朱学勤 莫于川

谢志浩 羽之野 杨小凯 杨光

热门专栏

会员 | 公众号 | 微博 | 手机版

相同作者阅读

胡泳：社交媒体何以变成愤怒机器

胡泳：乔布斯是互联网历史上最大的“罪人”

胡泳：我们是如何被代码所统治的——重新思

胡泳：视频正在“吞噬”互联网：重新思考数

胡泳：在社交媒体上，你不过是在化身活动：

胡泳：数字化过后，又怎么样？ ——重新思

胡泳：科技帝国的新伦理——重新思考数字化

胡泳：技术并不中立，而有特定目的——重新

胡泳：平凡的生活欲求着

胡泳：原生者与再生者

相同主题阅读

胡泳：高质量新闻的命运

>>更多相关文章

首页 法学 经济学 政治学 国际关系 社会学 新闻学 教育学 文学 历史学 哲学 思想库 关键词 笔会 排行 导航

登录

新用户注册

作者 立即搜索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1035.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search.php?keyWords=%B5%F7%B2%E9%D0%D4%D0%C2%CE%C5&searchfield=keywords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huyo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qinhui.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chenxingzhi.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longyingtai.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zhengyongnia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caoli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dingxuelia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yanliesha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fuguoyo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yujianro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chenzhiwu.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xube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guoyukua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maliche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chenjiayi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xiangjido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huangzongzhi.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yangzutao.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zhaotingya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daijianye.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lichangpi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shenzhihua.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wangxiao.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zhangmi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yangpe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yangkuiso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zhoulia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wanghaigua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chenfengxiao.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dengxiaoma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guoshiyou.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mali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wangzhendo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dima.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shixiaohu.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wangjisi.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yuanweishi.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xiongpeiyu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qiufe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menglingwei.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leiyini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liuxiaofe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zhoufe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jiangzhaoyo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wuwei.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chuzhaoge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shayexi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liuyu.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xuzhiyua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gejianxio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wulishe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wujiaxia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yuanga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panwei.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zhengbingwe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zhuxueqi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moyuchua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xiezhihao.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yuzhiye.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yangxiaokai.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yanggua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1712.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0499.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8394.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7730.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7729.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7728.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7727.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7726.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7360.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7167.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7787.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related-107787.html
http://www.aisixiang.com/
http://www.aisixiang.com/
http://www.aisixiang.com/academic/faxue.html
http://www.aisixiang.com/academic/jingjixue.html
http://www.aisixiang.com/academic/zhengzhixue.html
http://www.aisixiang.com/academic/guojiguanxi.html
http://www.aisixiang.com/academic/shehuixue.html
http://www.aisixiang.com/academic/xinwenxue.html
http://www.aisixiang.com/academic/jiaoyuxue.html
http://www.aisixiang.com/academic/wenxue.html
http://www.aisixiang.com/academic/lishixue.html
http://www.aisixiang.com/academic/zhexue.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
http://www.aisixiang.com/zhuanti/
http://www.aisixiang.com/penclub/
http://www.aisixiang.com/toplist/
http://www.aisixiang.com/daohang/
http://www.beijingshixian.com/
http://www.aisixiang.com/member/login.php
http://www.aisixiang.com/member/register.php


失、消费紧缩的情况下，也不过才萎缩了15.5%而已。而且，零售业已经有所回升，报纸的前景

却依然暗淡无光——在可见的将来，报业下行的总趋势没有挽回的迹象。

   原因何在呢？各路观察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笔者以为，报纸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读者群的日渐匮乏。报纸要想继续存在，需要有一定数量的读者支撑。然而，随着人

们注意力的转移，以及年轻人未能发展出一种新闻阅读习惯，报纸的读者在不断萎缩。游戏、社

交媒体、明星文化都在和报纸争夺注意力，而据NPR的前首席执行官加里·奈尔（Gary Knell）所

称，30岁以下的人不读报，而且在其年龄增长后也不会读。

   其二，报纸的商业模式走入穷途。平面广告不断下滑，数字广告正在缓慢地弥补这个缺失，

但数字广告增长的速度赶不上平面广告下降的速度。当然，广告竞争的压力不独报纸为然，面对

互联网，电视也在流失广告。结果是，所有报纸都面临大幅度的成本削减，因此牺牲的是新闻采

编的力量。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媒体到处扩散：博客，网络报纸，搜索引擎，新闻集聚服务和社交媒体，

导致了内容生产和复制的便利；这些都进一步推动了报纸订阅和广告的下降，而这反过来，又使

得即使最严肃的报纸也只能生产少量的原创内容。

   其三，报纸的成本结构完全不具备合理性。出产一份报纸是昂贵的。数据显示，美国报纸平

均下来，管理成本占14%，纸张16%，印刷20%，发行9%，广告开销14%，最后留给内容生产的

只有27%。由此可以看到，近一半的报纸运营费用被用在物理生产过程中，而不是编采活动上。

由此，当读者越来越多地在网上获取新闻，印刷出来的报纸注定会变得较为昂贵，成为一种利基

产品，甚或是一种奢侈品。

   一个没有报纸的世界是怎样的？

   报纸的困境如斯，我们必须问报人一个严肃认真的问题：为什么报纸是重要的？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没有了报纸，人类社会将会损失哪些东西？梳理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

或许有助于报人重拾在数字时代的自信。

   首先，公众所阅读的严肃新闻，大多来自报纸。没有人做过定量的统计，告诉我们报纸出产

的新闻在整体新闻中所占的比例。可是，随机找些聪明人估计，他们说这个比例不会低于80%。

   可能电视的影响力更大，但根据笔者在央视工作的经验，电视记者常常是在报纸上找新闻。

甚至是大家鼓吹甚力的新媒体，有多少博客妙笔生花的评论是建立在报纸提供的新闻上？虽然微

博、微信、社交媒体的有用性毋庸置疑，但这些服务的用户大多不会遵循报业的新闻标准。所以

虽然新媒体有着海量的内容，但真正高质量的内容还是少而又少。

   所以，这是报纸应该继续存在的第一条理由：报纸挖掘新闻，其他人只是包装新闻。报业的

健康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报纸是一种为其他媒体设定议程的媒体。

   第二，报纸并不仅仅是信息的提供者。它们每天把世界以一种协调一致的方式组织起来，说

句极端的话，办得好的报纸，如果未能去读上面的某一篇文章，就相当于失去了以另一个可能的

角度看待世界、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

   第三，与上一条相关，报纸是公共对话的场所。已故的詹姆斯·凯瑞常常喜欢提醒他的学生

说，现代的报纸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就像美国宪法也是启蒙主义时代的产物一样。对凯瑞来说，

报纸的最重要之处，并不在人们所假定的客观性、公正性之类，而在于它维护了公民之间的民主

对话。这样的对话是否能在网络时代存活和光大，其实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也正是为此，报纸体

现着公民责任、社会公义和政治独立的价值。

   

   第四，报纸存在的理由还和它的从业者相关。多少人投身报业的时候，没有怀着一种充满使

命感的职业热爱？很多记者和编辑认为他们的作用是“安抚苦难者，折磨舒适者”。许多记者认为自

己最终是在为读者工作——不是为了管理她/他的编辑、发行人、公司或是投资人，而是为了喜欢

他们的写作的读者。我们都熟知记者为了职业尊严而丢掉工作的故事。他们拒绝禁止他们出版的

指令，也不愿为了政商利益而出卖自己的良知。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对读者保持忠诚。有时整个编

辑部都会采取如此立场。在互联网上的公民记者，也有这样的使命感吗？



   第五，对于看重自己职业的报纸记者和编辑来说，业余分子杀入新闻场是不无忧虑的现象。

他们威胁了职业标准，纵容了党派的特别恳求，把谣言和丑闻伪装成新闻。

   美国记者海伦·托马斯或许是过去五十年中最有名的白宫记者，她担心专业新闻工作的衰退。

“每个拥有一台电脑的人都认为他是记者。每个拥有一部手机的人都认为他是摄影师。”她认为这种

趋势是“可怕的，因为你可能在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强迫性地破坏了他人的生命和名誉。没

有编辑。没有标准。没有伦理道德。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在我那个时代，当你的妈妈告诉你她

爱你，一个好的记者也会核查清楚。现在很多很有价值的报纸都放任自流了。这是一个危机。”

   笔者罗列以上的报纸存在理由，是想追问，当报纸作为多元主义和自由言论的支柱坍塌以

后，对社会的影响会是什么？会有新的机制出现，取代报纸目前提供的准确、平衡和高新闻标准

的传统过滤吗？谁将会创造我们所期望的高质量新闻，特别是对于民主制度的健康发展极为关键

的调查性报道呢？没有报纸今天所提供的凝合剂，我们的社会会变得越来越分裂吗？对于关心独

立媒体在自由社会中的角色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其所面临的最令人苦恼的问题。其中一个迫切需

要回应的关切是，谁来做调查性报道。

   

谁来做调查性报道？

   

   调查性报道有许多的定义，笔者在此处定义为：调查性报道意味着揭露那些被隐瞒的事实，

这些事实要么是身居权位的人有意隐匿，要么是环境混乱导致它们偶然隐身，调查性报道就是要

把所有相关的事项都向公众曝光，并对此作出自己的分析。

   在这种意义上的调查性报道，需要很大的投入，无论是在资源还是金钱方面；而且，这种报

道容易引起法律纠纷，因而变得更为昂贵；最重要的是，所调查的都是为着公共利益但却还没被

摆上公共议程的问题。调查性新闻的作用是，让那些还没有暴露在公众面前的问题见光，追问权

力应负的责任，不管这种权力是处在地方、国家还是国际层面。

   调查性报道与权力息息相关，毋宁说，它是对于权力的一种分析。在对权力说出真相的过程

中，它可以激发有益的公共讨论。调查性报道也和公共利益密切相关：这些报道揭露或者发觉了

罪行、腐败、反社会的行为和不公正吗？它们拆穿了个人或者组织的虚假、虚伪和有意误导的声

称吗？它们是否捍卫了公众的健康和安全？它们披露的无能、疏忽或失职影响了他人吗？它们暴

露的危险或剥削行为可能损害他人吗？

   詹姆斯·麦迪逊在200多年以前写道：“自由检视公共角色和措施的权利，人们之间自由沟通的

权利……已经可以被认定为构成了对其他权利的唯一有效的保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大众媒

体，特别是报纸，履行了这样的角色。可以肯定，很多报纸仍旧揭露腐败并曝光当权者希望保持

隐秘的真相。但是不幸的是，调查性报道成为一枚荣誉徽章，越来越难以维持。调查政治家、政

府机构或者公司的不道德行为是一项非常昂贵和耗时的实践。费用包括一整个团队的记者和研究

人员的薪水，几个月的研究，多次的采访，以及有时候频繁的远距离旅行。不仅如此，它还可能

带来很多无法预计的风险（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虽然投入很大，但回报无法保障，好的调查性

报道不一定能带来大量的读者。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调查性报道都是一种昂贵的新闻形式，而且

是劳动密集型的。

   由此，只有经济上健康、资源丰沛的媒体才有能力从事调查性报道，而这在报业面临如此巨

大的经济挑战之时，几乎是一种奢侈。当预算非常紧张的时候，调查性报道经常成为首先被削减

的项目。

   

调查性报道的出路

   

很明显，迅速发生的经济、技术和行为方面的变化给调查性报道造成了深刻的影响。问题在于，

如果报纸不能够做这种工作了，那么谁来做呢？调查性报道在互联网时代的命运转变，(点击此处

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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