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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传媒行业对隐性采访越来越广泛的运用，其潜在的负面作用也日益显露和突出。本

文中，就隐性采访所带来的一些潜在的负面影响，笔者作出了如下分析：对传媒业界的负面影

响，主要体现在“行业素质下降”和“媒体信度下降”两个方面；对整个社会的负面影响，主

要体现在“偷窥文化的膨胀”、“偷听偷拍风气的助长”以及“诚信危机的加剧”三个方面。

最后，针对隐性采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笔者提出应当大力宣扬人权观念，使其成为我们社会

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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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在传媒业从公有制时代逐步向市场化进军的过程中，公司化的传媒实体竞争的激烈

程度可想而知。而为了能在竞争中胜出，各种媒体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吸引受众的眼球，获得

较高的发行量、收视率等。由于隐性采访具有真实可信、方便易行、效果显著等优点，越来越

成了各大媒体栏目制作的“香饽饽”，广受媒介人士的青睐。其中，不少媒体把隐性采访报道

作为本单位的“拳头产品”隆重推出，并“责令”记者采用隐性采访的手段去制作新闻。就连

权威性媒体中央电视台、《南方周末》等也都在新闻实践中大量运用隐性采访。 

但是，隐性采访的广泛运用在为传媒行业带来种种效益和利益的同时，也给传媒业本身以及整

个社会带来了许多潜在的不利影响。而如果我们不对这些不利影响及时地加以分析和控制，势

必会给我们社会的长远发展带来不良后果。所以，本文中，笔者将从传媒业和整个社会这两个

层面，就隐性采访所带来的一些潜在的负面影响作以分析。 

一、对传媒业界的影响 

由于隐性采访能够绕过种种障碍，淋漓尽致地曝光社会黑暗面，所以往往成为记者挖掘事实真

相的有力手段。但当隐性采访的范围越来越广，记者们对偷拍偷录等设备驾轻就熟的时候，却

往往忽略了作为记者，一种具有社会公器性质、负有重要社会责任的传媒工作人员应有的道德

规范与行业素质。 

（一）、行业素质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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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素质的下降。由于受众痛恨媒体所揭示的不法行为和一些权利部门对舆论监督的抵制和干

扰，再加上集体偷窥心理快感的驱动，所以对于记者的隐性采访，甚至是在采访中出现的违法

和失德现象显得很关注和宽容。这样势必鼓励了部分职业素质不高的媒体人员不惜冒犯法失德

之大不韪而竞相采用隐性采访，以致于造成滥用隐性采访现象的出现，从而造成传媒行业整体

自律意识的削减和整体形象的破坏。比如，以往对歌舞厅、美容院等隐性采访报道大量的出

现，早已削弱了媒体“监督社会”的功能，但仍有一些媒体对此乐此不疲，甚至于出现记者亲

自体验“三陪女”服务等“知法犯法”的现象，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① 

专业素质的下降。凭借较强的个人能力和采访技巧去发现新闻线索、搜集新闻资料，这正是记

者区别于其他职业的地方。而许多记者在被采访对象不愿接受采访时，为了省事，根本不去进

行说服工作或者寻找其他信息源而直接采用偷拍偷录等办法解决问题。于是，这便成了记者弥

补自身采访技巧不足，采访作风不扎实的“捷径”。要知道，一个没有任何专业采访经验的人

如果会使用隐性采访设备，也同样可以胜任此类采访，而不必要一定具备采访技巧之类记者所

具有的专业素质。所以，隐性采访的广泛运用，甚至于滥用，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记者行业的

专业门槛儿，导致记者自身专业素质的缩水。 

（二）、媒体信度的下降 

随着媒体间竞争的愈演愈烈，各媒体都争相挖掘独家报道，寻找有刺激性和轰动性的内容，而

且最好是天天都能有。这样一来，隐性采访在“该不该用、在什么范围内用、用后会有什么问

题”等问题上就显得微不足道，没有了底线，只要采访遇到困难，甚至是自己预想的困难，都

运用隐性采访去解决。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记者平时不注意及时充电，自身素质不高，特别

是缺乏法律道德知识，在执行采访任务时常常是滥用隐性采访，有意无意步入法律和道德的禁

区。他们认为自己拥有舆论监督权，想怎么都行，反正自己曝光的对象是违法或失德的。但

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媒体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社会公器，代人民立言，而不是某

家媒体的私器，更不是仅仅作为泄愤的工具。 

而从采访的过程以及采访对象的角度来看，这样的采访报道多了，人们对于记者的这种带有欺

瞒性质的采访手段就会越来越感到害怕和恐惧，并对其越加防备。一旦被采访到，就会很警惕

记者身上是否带有偷拍偷录的设备，或者干脆拒绝采访，以免招惹是非。现在，特别是一些企

业机构已经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默契：凡是对报道意图摸不准的，一概拒绝接受采访。如果照

这样下去，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隐性采访越多，拒绝采访的越多；拒绝采访的越多，就越

使得隐性采访成为必要。而随着这种恶性循环的蔓延和扩大，势必会对整个传媒行业的公信度

带来不利影响。 

二、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众所周知，大众媒介自诞生以来，对于社会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它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它对人

们日常思维和行为的引导，更在于它对整个社会道德价值观念潜移默化的改变。而隐性采访在

各种媒介中的广泛运用，也给我们的生活和社会道德风尚带来了一些潜在的负面影响。这些影

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偷窥文化的膨胀 

社会心理学家佛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说过，每个人的潜意识中都有偷窥他人的欲望，这个

欲望显然是不道德的，必须加以抑制。而媒介的隐性采访，把种种社会罪恶的“原生态”呈现

在观众面前，恰恰迎合了人们的这种偷窥欲望，并滋长了人们偷窥他人的心理期待。而作为观

众，不仅能够以“媒体都报道了”为理由只身而入，而且最终还能以“正义”的一方全身而

退，所以也就大大减轻了内心的罪恶感。这样一来，一个敢做，一个爱看，媒体和观众之间互

相满足，互相支持，久而久之，很有可能培育出扭曲、失德的人群和媚俗、无德的媒体，从而

滋长偷窥文化的泛滥，造成整个社会道德的每况愈下，为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埋下祸根。 



（二）、偷拍偷听风气的助长 

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广播电视、网络以及部分杂志等媒体对于偷拍手段的广泛运用。我们不能

说这些媒体的偷拍是形成社会偷拍风气的原因，但我们有理由说它们对偷拍的广泛运用促成了

偷拍风气的扩大与流行。广播电视、网络以及部分杂志媒体等大量运用偷拍偷录手段，使得人

们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偷拍设备的心理抑制大大降低。他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记者都在用，我们

用了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而另一方面，随着针孔摄像机、拍照手机等偷拍偷录器材的日

渐降价和普及，也为偷拍之风的盛行提供了设备上的可能。 

如今，我们随便上网搜索“针孔”等关键词，就可以找到上千条有关销售和使用偷拍偷听器材

的信息。2002年仅浙江的安全机关就查处了销售、使用各类偷拍、偷听的器材的案件数百起。

有人偷拍领导的隐私借此进行要挟；有人把针孔机放在女浴室偷窥等等。这些偷拍现象，是不

是同一些媒体的偷拍偷录报道的“示范”作用有关呢？②无怪乎早在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翁

维权等34名人大代表就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227号议案《关于“电视暗访”应当立

法的议案》。这些人大代表担心，如果任由偷拍手段进入人们的生活，会导致人人自危。③ 

（三）、诚信危机的加深 

如今，我们的社会在许多方面正面临着“诚信危机”，诚信仿佛成为保守、吃亏的代名词。其

中，隐性采访在传媒行业的广泛运用则对社会“诚信危机”的蔓延和扩大起着推波助澜的作

用。 

当代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媒介即信息”，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启示：媒

介本身传播的手段和方式比起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内容来，会对社会产生同样的甚至更为深远的

影响。④用这样一个观点来看隐性采访时，我们会发现，隐性采访在揭露一个个丑恶现象的同

时，也常常伴着这由记者导演的一幕幕“隐瞒欺骗、无视诚信”的活剧。而记者这种“以恶治

恶”的手段会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地影响整个社会。人们鉴于媒体的权威性，会从心理上忽

视欺骗在道义上的负面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认可这种欺骗行为。再加上部分媒体不顾社会

效果，片面追求轰动效益，过分集中地渲染社会的黑暗面，造成人们对于这个社会感到恐惧，

认为处处都有犯罪，人人都显得可疑，从而使人们对于其他人的信任度下降，对整个社会也信

心不足。这样便造成一种综合反应，人们彼此不信任的同时，因害怕被欺骗也在欺骗着别人，

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信任度下降，从而更大范围的加深了诚信危机的程度。 

三、人权观念的深入人心 

隐性采访作为一种采访手段，是利是弊，关键还在于运用它的人。所以想要把隐性采访给我们

带来的不利影响降低到最低，除了加强法规制度的建设和媒介的道德自律外，从更长远的角度

来看，更重要的是使人权观念深入人心。尤其是在当前的中国，人的权利和权益意识刚刚苏

醒，许多方面都有待加强。维护人的尊严、保护人的隐私应成为重中之重的话题。 

人权的来源就是人所固有的尊严。而“人的尊严”就是要把人当作人，要尊重人的自主权，自

我控制的权利。⑤在这方面，我们的媒体应当起到表率的作用，积极引导舆论，大力倡导人文

关怀，促进社会人权意识的进一步提高。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在人权面前，一切采访手段都

必须以维护人的权益为基本尊则。这既可以使他们尊重自己的职业，尊重自己的工作对象和受

众，也可以使他们正真懂得尊重对于社会和自身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以身作则，从而使一些原

本不该有的违法失德的现象受到控制和制约。而对于受众，人权观念的深入，不仅会使他们能

够客观地看待媒体和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能够在这认识的过程中更加自觉地维护他人和自己

的权益，从而使违背法律和社会道德的不良现象得到有效的抵制和应有的制裁。 

从更广的层面上说，人权观念的深入人心，不仅能够使人们的各种权力得到尊重和保护，而且

 



可以大大促进我们社会的文明程度，从而为传媒事业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可靠的精神保

证，使我们社会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所以，在大力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今天，我

们需要也应该大力地宣扬人权观念，使其成为我们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我们也要看到，人权观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要想真正的深入人心，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情，它需要我们自身以及国家和整个社会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结    语 

随着隐性采访在传媒行业的广泛运用，其潜在的负面作用也日益显露和突出。我们要及时地洞

悉它可能带来的种种不利，并采取适当措施把这些不利降低到最低的限度，以免给我们的社会

建设带来不良的影响。而同时，我们也要把人权观念的深入人心作为长远的解决手段予以充分

考虑。 

注释： 

①殷保文．隐性采访不应成为降低专业门槛的工具〔J〕．传媒观察，2004 (3)．  

②④ ⑤ 徐迅．暗访与偷拍：记者就在你身边〔Ｍ〕．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  

③徐迅．记者暗访，可别走得太远了┅┅〔Ｗ〕，www.jhc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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