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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990年代初在美国国内兴起的公共新闻事业 ，我国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都没有给予应有

的关注。作为针对美国国内新闻传播大环境的相应变化而作出的积极反应，公共新闻事业与传

统新闻事业有很大差别，在美国国内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样，这一种新型新闻操作手法和

新闻事业对于我国新闻发展也有着较大的借鉴作用。例如，长期以来，纯客观的表现方式历来

为我国新闻学者和业者所诟病；而事实上完全客观的操作手法也不存在，或者说无法在现实当

中获得存在的位置。公共新闻事业提倡新闻从业者深入社会，将自己的工作与社会的发展结合

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同我国新闻事业力图实现的社会作用是大体一致的。给予上述考虑，笔

者认为我们应当对美国公共新闻事业作出一番细致的研究。可惜的是目前国内并无专门介绍这

一在美国新闻业界具有重要影响的风潮的研究成果。笔者根据自己本科阶段学习所获取的知

识，加上自己的一些研究，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本论文。本文采取定性研究的方法，更多的

以文献研究为主，由于自身水平和眼界的局限，本文还有许多不合适的地方，凡请指正。 

作为一篇探讨美国公共新闻事业缘起的文章，我们无法牵涉太多东西。但是不可否认，有必要

首先将公共新闻事业做一番简要的介绍。公共新闻事业通常被认为是新时期新闻业者根据新闻

环境的变化而采取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的主旨在于发展同其服务的社会或者社区建设性关系

（Eksterowicz and Roberts，2000，3）。其总体目标在于协助新闻媒体“与他们的社区进行

再联系以鼓励公民参与讨论，这样的讨论能够促使某些问题得到解决。”（Eksterowicz and 

Roberts，2000，3）在公共新闻事业当中，新闻业者不但被认为是通常意义上的社会观察者，

同时也是参与者与建设者。公共新闻事业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对于传统新闻事业的核心理念也

是一种冲击。后者强调“客观性”和“公正性”，或者一种批判的责任。这种理念将新闻业者

同报道对象严格地区分开来。而公共新闻事业强调参与性以及能够促使问题的解决。这种目的

性在一些人看来是颠覆了传统新闻事业的上述观念的。正如杰伊•罗森 认为的那样，传统新闻

学认为业者与对象的区分是合理的，而公共新闻事业则认为联系是正确的（Eksterowicz and 

Roberts，2000，5）。在公共新闻事业的从业人员看来，公众的想法是他们应当首先关注的，

同时正是这些想法驱使他们参与新闻报道。因此，从1830年代就同廉价报纸一同诞生的“客观

性”不再成为统制公共新闻事业的核心理念了（Eksterowicz & Roberts，2000，4）。公共新

闻事业的批评者认为其修正客观性理念的做法不可取，因为如果新闻业者介入报道对象或者传

播对象的想法之中就会丧失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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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批评者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公共新闻事业正是新闻业者在新闻传媒公信力丧失的情况

之下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而作出的一种举动。总的来说，人们对于公共新闻事业持肯定的态度。

唐•H•科里甘 曾经称公共新闻事业为新闻业的“福音”（Corrigan，1999，Passim）。但是争

论依然存在，那么探讨一下公共新闻事业的缘起对于我们更深地理解它应该具有良好的作用。 

一、公共新闻事业的始祖——“黑幕揭发运动” 

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宣称，公共新闻事业是对于现代传统新闻事业的偏离。但是如果真正追溯

其根源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将20世纪初的美国“黑幕揭发运动”作为其鼻祖。在当时那场推动

美国社会变革的新闻运动当中，新闻业者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美国力图通过大规模工业化来解决社会变化带来的各种问

题。彼时，移民潮以及内陆城市人口的急速增长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贫穷、文盲、童工、

健康问题以及同家庭有关的各种冲突引起了改革者的注意。从经济上讲，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

人手中的事实引起了要求经济平等的变革；政治上，改革者强调民主参与，包括妇女选举权和

公众教育。在这场磅礴的“改革时代”（Progressive Era）中，新闻业界的客观标准适时地

建立起来。而“黑幕揭发运动”就是建立在客观性基础之上的。 

不可否认，“黑幕揭发运动”在美国新闻传播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埃默里兄弟在《美国

新闻史》中将其排在了“人民的斗士”的行列里。（迈克尔•埃默里和埃德温•埃默里，2001，

259）“黑幕揭发运动”是由《麦克卢尔》（McClure’s Magazine）掀起的。从1902年末开

始，《麦克卢尔》开始连载编辑部成员艾达•M•塔贝尔 的《美孚石油公司史》（History of 

Standard Oil）。塔贝尔以翔实确凿的证据报道了这家公司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把竞争对手挤垮

的行为，这使得洛克菲勒公司在后来多年中处于被动地位。而林肯•斯蒂芬斯 也在《麦克卢

尔》发表其题为《城市的耻辱》（Shame of the Cities）的连载文章，揭露了圣路易斯、明

尼阿波利斯、匹兹堡、费城、芝加哥、纽约和其他城市政府的腐败。雷•斯坦纳德•贝克 也发表

了一系列有关劳工问题，尤其是关注童工和黑人经济地位的文章。可以这么说，“黑幕揭发运

动”就是从《麦克卢尔》发表的这三组重要的系列文章开始的。（迈克尔•埃默里和埃德温•埃

默里，2001，259）1905年以后，“黑幕揭发运动”的旗帜转移到了《柯里尔》手中。它发表

了塞缪尔•霍普金斯•亚当斯（Samuel Hopkins Adams）有关专卖药制造业内幕的文章。这些文

章取名为《美国大骗局》，揭露许多声称“包治百病”的流行药品是假的，并且证明其中有些

还含有有毒成分。除了《麦克卢尔》和《柯里尔》以外，《世界主义者》、《人人杂志》

（Everbody’s）、《皮尔逊》（Pearson’s）、《美国杂志》（American Magazine）等杂志

也是“黑幕揭发运动”的鼓吹者和实践者。 

大概在1910年代中期，“黑幕揭发运动”衰落下去了。首要的原因是由于经济问题。类似《麦

克卢尔》的杂志必须承受有关调查报道的巨大支出。如果期望这些支出完全靠发行来弥补显然

不现实，于是必须依赖广告。而“黑幕揭发运动”中的媒体已经在揭丑活动中大大得罪了广告

主。同时，产业界也成立了对外公共关系组织来对抗“黑幕揭发运动”的揭露性调查活动。 

很明显，“黑幕揭发运动”不同于传统的新闻活动。“黑幕揭发的新闻业者更乐于采用披露和

揭示的方式来震撼并教育读者，同时劝说他们采取相关行动。”（Eksterowicz and 

Roberts，2000，5）客观地讲，“黑幕揭发运动”其目的在于促进政府及其他政治力量的改

革。同时，“黑幕揭发运动”还力图教化公众并通过公众的参与来影响社会和政治改革。如同

现在的公共新闻工作者一样，“黑幕揭发运动”当中的新闻业者也时刻关注着他们报道的社

区，并且通过自己的新闻活动来影响社区的发展。大多数人生活在这些社区里面。他们通过社

区里面的各种渠道获知信息。因此“黑幕揭发运动”中的新闻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其社会

责任，帮助受众了解到了他们应该了解到的信息，确保了受众知情权的实现。而上述理念也是

公共新闻事业提倡的。另外，二者均力图通过“批评性自省”（Critical Introspection，

Eksterowicz and Roberts，2000，6）来揭露社会问题。 



但是“黑幕揭发运动”和公共新闻事业仍然存在差别。前者通过“暴露式的调查新闻”来促进

改革；而后者则批评主流新闻媒体过分关注调查报道。公共新闻事业力图帮助社区自己找到解

决方法，而不仅仅将问题暴露在大众面前。这可以说是对“黑幕揭发运动”的一个提高。在报

道方式上，“黑幕揭发运动”和公共新闻事业也存在明显的差别。相对而言，前者偏离传统新

闻事业操作手法的程度并不高，他们还是采用客观报道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新闻报道。黑幕揭

发者采取的是一种旁观者的态度。而公共新闻事业业者相信参与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优良方

法。究其二者的影响，由于公共新闻事业兴起的时间并不长，因此其深刻的意义还没有完全地

显示出来；而“黑幕揭发运动”不同，它已经在美国新闻发展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但是公

共新闻事业的鼓吹者相信，他们支持的事业也能够像“黑幕揭发运动”那样名垂青史的。 

二、公共新闻事业的兴起 

从1960年代开始，政治候选人和新闻媒体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二者之间的相互依

赖性就不断增强。1960年尼克松和肯尼迪在电视上的竞选辩论可以说开启了这种相互依赖的进

程。数以百万计的选民通过这场辩论来比较两位候选人。在随后几年，竞选活动中的媒体利用

更加频繁。到了1980年代，这已经成为了引起大多数人注意的现象。正如唐•波纳菲德 描述的

那样，“最近政治领域里的一些新变革，包括政党影响力的减弱、联邦竞选筹款体系的变化等

现象已经毫无疑问地加重了候选人对于新闻媒体的依赖。”（Bonafede，1980，561） 

政治候选人不仅在竞选期间依赖媒体，而且在执政以后也会对媒体有所依靠。这使得媒体和政

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不再单纯。一次研究表明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关系将引起政治事件的琐碎化

（Trivialization of Political Issues）和民主进程的偏离（A Warping of the 

Democratic Process）。实际上过去三十年间，美国的政治选举，尤其是总统竞选利用“自

由”和“尽责”的媒体控制到达潜在选民的讯息方面已经越来越成熟（Eksterowicz and 

Roberts，2000，9）。竞选团队如今有更多的资金来来用多种媒体；而在以前，竞选者在媒体

上发布讯息以后并不能立即获得确定的反馈信息。 

尽管1992年的总统大选中候选人看起来更加独立，但是他们对于地方性媒体的利用大大高于以

前。他们认为通过地方性媒体能够使自己的声音更接近选民，并且还能营造出一种亲民的形

象。另外，两位候选人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新闻谈话节目当中，例如“拉里•金现场”

（Larry King Live）和拉什•林白的广播热线节目。竞选顾问们认识到公众对于这种模式表现

出极大的积极性，而这种模式也使得候选人能够对公众和新闻业者反映的问题有所了解和接

触。但是这种模式的兴起在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大众对于传统的竞选新闻报道模式兴趣的丧失。 

上述诸多变化也使得记者的新闻报道工作更加复杂。新闻业者在见证媒体与大众的分离。大众

认为依赖于政治力量的新闻媒体或者说被政治力量依赖的新闻媒体已经不值得信任。因此，新

闻报道中有关政治的内容已经不再获得受众的青睐。受众一直认为，新闻媒体应当而且必须采

取长期以来被其本身强调的客观的态度，但是他们却发现新闻媒体和政治力量却越走越近。在

这种情况下，“客观性”和“公正性”已经无法作为新闻媒体招揽受众的法宝了。 

新的传播环境迫使学者和业者来思考一条解决之路。从1990年到1992年，科特林基金会

（Kettering Foundation）资助了一系列有关记者职业状态及如何才能加强与不断慎重的公众

的联系的话题的研讨。这一系列探讨直接导致了公共新闻事业的兴起。其他组织，如奈特基金

会（Knight Foundation）、波因特传媒研究院（the Poynter Institute of Media 

Studies）以及美利坚新闻学院（the American Press Institute）都参与了推动公共新闻事

业出现的进程（Rosen，1994，370-374）。 

最开始掀起公共新闻事业的是堪萨斯州的《威奇塔雄鹰》（Wichita Eagle）杂志。在小戴维

斯•梅里特 的领导之下，《威奇塔雄鹰》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其目的在于利用报纸资源来发现

公众对于新闻事件的议程设置，以便更好地提供报道并提高公众在政治事件上的参与热情。在

这场试验中，有大约500名公民被问及有关其对政治事件的关心程度等方面的问题。然后该杂



志将这些结果与政治候选人在1990-1992年竞选当中作出的承诺作出对比。另外，《威奇塔雄

鹰》还劝说其读者参与选举并采取各种措施提升选民的选举效果。 

另外，《夏洛特观察者报》（Charlotte Observer）同波因特传媒研究院以及WSOC电视台合

作，让公众对其认为最重要的事务进行投票。然后，他们对公众的投票结果进行分析，并把这

项研究长久地坚持了下去。让人感到鼓舞的是，在1992年大选中，观察者报得出的结论与选举

活动中选民的关注事件大体上是一致的。 

在华盛顿州的斯波凯恩，《西雅图时报》（Seattle Times）资助了公民关注点研究小组同选

民的讨论，公众的一些想法得到了编辑部的采纳；在华盛顿州的奥林匹亚，《奥林匹亚人》

（Olympian）发表了有关“县城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新商机以及产业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报道

（Stein，1994，15），实际上，《奥林匹亚人》加入了“瑟斯顿县城地区发展委员会”

（Thurston County Regional Planning Council）并且负责了调查县城需求的计划；《圣保

罗先锋报》（St.Paul Pioneer Press）开始了名为“更安全的城市”的计划，他们资助了资

深记者理查德•秦深入圣保罗犯罪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弗罗格城”进行采访并发表了他的观察报

道。秦写道：“我们并不是呆在办公室，通过电话采访我们熟悉的新闻渠道写出这些报道

的。……除非我们到那里去进行采访，那么类似‘弗罗格城’的地方仅仅是我们驱车回家或者

到其他地方采访时挡风玻璃外一闪而过的景象而已。“（Chin，1996，2） 

其他有关公共新闻事业的尝试包括WPEG电台和WBAV电台名为“接回我们的邻居/卡罗来纳犯罪

解决方案计划”，《塔拉哈西民主党人》（Tallahassee Democrat）、WCTV、佛罗里达州立大

学和佛罗里达A & M大学资助的“公众议程”计划等（Eksterowicz and Roberts，2000，

14）。 

皮尤慈善信托委员会（Pew Charitable Trusts）1994年10月在华盛顿特区建立了皮尤公共新

闻事业中心（Pew Center for Civic Journalism）。这一中心的建立缓解了公共新闻事业研

究部门的资金问题。其更大的意义在于它使公共新闻事业成为了主流新闻事业的一个分支，这

表明公共新闻事业已经获得了主流新闻界的承认，因此可以看作是公共新闻事业发展史的一个

转折点。此后，美国最大的公共新闻传媒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 NPR）

和公共广播网（The Public Broadcasting System, PBS）也加入到公共新闻事业当中。NPR于

1994年进行了“NPR选举计划”，用以确定公众关心的选举事件；1996年大选，PBS进行了

“PBS民主计划”，旨在提供“有用的提示以及细节化的信息以帮助选民分析竞选活动”

（http://www.pbs.org/democrocy/programs/）。 

公共新闻事业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部分美国新闻媒体的面貌。公众至少从参与公共新闻

事业的新闻媒体身上能够发现大众传媒仍然是“社会公器”，而大众媒体通过这种方式也拉近

了与公众本已疏远的关系。另外，公共新闻事业也扩展到美国以外，在日本甚至非洲一些国家

都出现了公共新闻事业的支持者。由于公共新闻事业发展的时间并不长，因此其广泛影响也没

有立即表现出来。其重大意义也将随着其发展不断揭示出来。 

三、公共新闻事业兴起的缘由 

如果不了解美国近几十年的剧烈变化就无法理解公共新闻事业的兴起（Eksterowicz and 

Roberts，2000，15）。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1960年代和1970年代是美国社会、政治、

经济经历了重大变革的时代。州际高速公路的修建、电视的普及、汽车数量的增加大大改变了

美国的面貌。另外，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和环境运动此起彼伏，再加上反战运动，也引起了美

国国内局势的变化。在国际层面上来看，各国经济之间的互相依赖改变了各国关系，最终导致

了冷战的结束（Kehone and Nye，1970，passim；Brown，1974，passim；Nye，1992，83-

96；Rosecrance，1992，64-82）。从国内来看，水门事件引起了美国政治体系的大动荡，各

个特殊利益集团及其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PAC）获得了更多的自

 



治权，政党的作用进一步减弱（Lowi，1969，passim；McClesky，1989，introduction）。国

内外种种变化交汇到一起，引起了美国公众对于社会制度乐观看法的消失（Lipset and 

Schneider，1987，passim）以及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Corrigan，1999，6）。美国公众开始

厌恶政治，E•J•迪昂尼 认为，如果说他们对于政治没有愤怒，至少也是失去了耐心的

（Corrigan，1999，8）。这对于新闻事业而言是非常不利的。一方面，公众的这种消极态度

会使得他们对于新闻媒体的不信任感得到增强，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他们得到了这样一个

结论：新闻界和腐败的政治界是一丘之貉；另一方面，公众对于制度方面的反感也使得他们对

于新闻传播内容越来越排斥，新闻传播就陷入一种尴尬的局面当中。新闻界对于这种趋势无法

扭转。因此不得不重新考虑新闻界和公众的关系。对此，新闻界采取了一些相关的措施来加以

改变，即利用调查报道的方式，将精力放在揭露公共丑闻方面，尤其是追踪政治竞选中的金钱

交易（Drew，1983，passim）。 

公众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二十世纪后期，城市化运动更加深入，公众之间的关系发生重大

变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二战以前，美国社会邻里之间关系是非常紧密的；而二战后随着居

住条件和社会阶层的新变化，邻里之间的关系逐渐松弛了（我国目前也在经历这种变化）。更

多的人将自己禁锢在自己的小环境里面而拒绝参与外部社区活动和交流。根据公共新闻事业从

业者们的调查，这种趋势在近几年更加明显，公众与公共生活越来越分离，这也带来了公众对

于政府和媒体信任度的降低（Corrigan，1999，7）。美国参加大选的相对选民人数大致已经

比战前减少了50%以上。这也不利于新闻媒体的工作，因为媒体很大一部分报道内容就是全国

的政治活动，如果公众不再对政治生活感兴趣，那么新闻媒体就失去了大部分与公众生活相关

的话题（Corrigan，1999，8）。 

公众对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热情的降低直接引起了他们对于新闻报道兴趣的减弱。据一份1995

年的研究成果显示，只有45%的美国人每天读报，而在1965年，这项数字是71%（Corrigan，

1999，11）。 

新闻界对于公众参与热情的减弱和自身公信力的降低感到异常担忧。而罗森认为，正是这种担

忧直接导致了公共新闻事业运动（Rosen，1994，371-372）。新闻业者害怕失去读者。他们注

意到了公众与新闻界沟壑的加深。他们清楚人们对于政治不满情绪的加深。这些看法使得部分

新闻工作者希望进行一些新的试验并对现代新闻事业的一些基本理念进行改变。 

公共新闻事业的兴起同时还跟技术和经济上的变革有关。若干技术上的进步推动了新闻信息传

播方式的发展。卫星技术增强了电视新闻的时效性；新的技术使得即使是很小的地方新闻媒体

也能采制大量新闻；成熟的计算机辅助图像技术同样将新闻的播发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种技术的进步也带来了新闻媒体之间的竞争。例如有线电视技术的发展引起了一股有线电视

热，24小时有线新闻频道CNN的成立就使得新闻媒体的竞争更加激烈。而残酷的竞争又引起了

大型企业之间的合并，新闻业不断进行重组。这种情况在报业更加明显。面对这种情况，一些

报纸又开始走煽情新闻的道路，而另一些则选择了能够改善“社会公共生活”的道路

（Fouhy，1994，260-261）。后者正视美国社会变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力图通过公共新闻这种

新的方式重新唤起公众的热情。可以这么说，公共新闻事业的出现可以解释成是环境因素造成

的结果（Eksterowicz & Roberts，2000，17）。 

一些偶然因素也推动了公共新闻事业的出现。根据菲利普•梅耶教授的说法 ，除了上述各种原

因以外，奈特-里德报系的詹姆斯•巴腾（James Batten） 在推进公共新闻事业方面发挥了重大

作用。他为加强新闻界和社会之间的联系作出了大量工作，而且也推动了一些有关公共新闻事

业慈善性质的研究基金会的建立。 

另外，笔者认为，战后在西方国家盛行的社会责任理论是推动公共新闻事业兴起的理论因素。

社会责任理论认为，新闻媒体不是完全自由的，它肩负有重大的社会责任。媒体不仅仅是传播

信息的渠道，更是社会利益的维护者和公众安全的保护者。媒体进行信息传播其最高的标准在



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非自身经济利益的获取。在一定意义上，传统新闻事业同社会责任理

论的个别理念有冲突，而公共新闻事业的参与性和公共性与社会责任理论则相吻合。公共新闻

事业的目的正在于参与社会事务来维护公众利益，换句话说，就是履行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理论在西方国家获得了大部分新闻业者的承认，因此很难否认公共新闻事业业者没有

受到该理论的强烈影响。 

在此，我们不妨对公共新闻事业兴起的原因做一个总结。其原因大致包括： 

（一） 公众对于政治兴趣的丧失 

（二） 公众社会生活质量的下降 

（三） 公众对于新闻界不信任感的增强 

（四） 技术进步及其引起的新闻媒体生存环境的改善，即竞争的激烈 

（五） 战后西方社会责任理论的影响 

四、结论 

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公共新闻事业和传统新闻事业之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之处不仅

仅表现在二者批评性的视角方面。他们都有较长的历史渊源和自身的理念。传统新闻事业有关

客观性、置身事外和公正的理念可以追溯到便士报时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于政党对报业

控制的一种反击（Eksterowicz and Roberts，2000，17）。独立的信息来源和独立的调查在

针对控制的斗争中显得十分必要。因此在这一时期，传统新闻事业的基本理念得到了确立。 

公共新闻事业也是对政治变革作出的一种反应。其根源可以回溯到“改革时代”。公共新闻事

业强调公民的行动和从不同来源获知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公共新闻事业认为只有公众的参与

才能加强美国业已巩固的代议制政府体制。一句话，它是一场民主化和需要大众共同参与的运

动。 

从其发展历程以及和传统新闻事业的比较来看，公共新闻事业同传统新闻事业之间是可以融合

的（Eksterowicz and Roberts，2000，18），至少可以说二者是可以互补的。这也是公共新

闻事业业者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完全客观的新闻手法是无法作到的，但是公共新闻事业对事件

的参与也不一定是最佳的解决方式。只有将客观性与参与性结合起来，新闻事业才能更好地发

挥其最基本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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