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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新形势下的新闻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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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新闻媒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人们对新闻媒体的期望和要求也越来越高。透过新闻媒体神秘的面纱，人们在关心

媒体报道内容的同时，更加关心媒体干预生活的准确程度和现实影响，关心宣传产生的客观效

果。于是，新闻侵权作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摆在了媒体和受众面前。避免新闻侵权，减 少

新闻官司成为新闻媒体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而现实的问题。但是，与此同时在现实中大量 存

在的因报道失误使报道对象在经济上、声誉上受到损害的具有伤害性的报道因为没有构成 新

闻侵权或者侵犯程度不深而并未引起新闻媒体应有的关注，但其产生的消极社会影响力是 不

容低估的，必须采取得力措施予以避免。 


  一、新闻伤害的内涵及其主要表现 

  新闻媒体在新闻报道过程中，出现失误或偏差，使报道对象在经济、精神等方面受到损

失， 产生不好影响。因其具有伤害性，我们不妨将其称做新闻伤害。在一定意义上，新闻伤

害会 产生和新闻侵权同样的后果，但是，两者又不完全一致。区别在于新闻侵权是新闻媒介

由于 自己的报道对其他个人或群体（主要指法人）的人格尊严有所侵犯，是一种违法行为。

侵权 必定构成伤害，伤害不一定构成侵权。从大的方面说，伤害有两种情况，一种为主观故

意， 主观故间意伤害一般会构成侵权；一种为无意伤害，无意伤害因其伤害方面的内容、程

度和 实质来确定是否构成侵权。本文重点研究的是大量尚未构成侵权或者侵犯程度不深、侵

犯主体不清的新闻伤害问题。比较突出的主要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闻报道不准确，对报道对象造成经济和精神损失。有的报道内容片面，以偏概

全，对报道对象造成伤害。在报道中，突出其中一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如 有的媒体报

道味精含有有毒物质，说人食用味精会导致头痛、脱发和胃肠功能紊乱，片面地 强调了食用

可能导致的危害，没有指出科学食用味精益处，一时间弄得人心惶惶，许多味精生产厂家产品

积压，生产、销售困难。 

  有的报道夸大事实，用个别现象代替普遍规律，人为造成恐慌。比如有的媒体报道市场上

出 现某些产品的假冒品，大肆宣扬，说什么假冒某某产品充斥市场，简直买不到真的某某产

品，使人们不敢再买该种产品。又比如发现个别某某产品质量问题，有的质量问题甚至很有可

能是人为因素故意造成的，就报道某某产品质量不过关，存在大的问题，造成人们对该产品信

任度下降。因为一篇报道给企业造成相当大的困难。 

  有的报道内容错误，与事实相悖。对报道对象不进行深入认真采访研究，没有弄清事实与

本质，或者先入为主，得出错误结论，造成报道失实。有的报道甚至有悖科学和常识，荒唐

离 谱，给报道对象造成致命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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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新闻报道时机把握不好，给报道对象造成经济和精神损失。有的报道 从正在进行

的事实出发，不负责任地议论或预测结果。本来一项工作正在筹备或进行当中， 正在研究如

何使这一工作科学合理，新闻媒体横加指责，大发议论，造成群众的不满和不信任，导致工作

无法进行。有的出现一些工作中、研究中的误差，新闻媒体就武断的下不行、做不好的结论，

影响报道对象的声誉和形象，影响工作的开展。 

  有的报道把已经解决的过时问题拿来进行宣传。本来一些问题已经得到很好的解决，作为

问 题已经不复存在，新闻媒体还死死纠缠不放，又不加以说明，影响了报道对象费尽心力才

取 得的较好的声誉、形象和效益。 


  有的新闻媒体把未来的事情拿到现在进行报道。本来一些问题正在研究过程中，还没有形

成 决定性意见，有的虽然已经考虑成熟，但实施时机和条件还不具备，新闻媒体就不加思考

的 予以报道，使准备实施的工作受到外部人为因素的干扰和影响，给报道对象带来损失。 

  第三，报道不宜公开报道的内容，给报道对象造成经济和精神损失。有的新闻媒体把属于

集体或个体的机密内容公开进行披露。比如对于一些涉及到知识产权和企业生产、销售、经营

核心机密的内容进行报道，造成大幅度泄密。有的报道详细介绍某名优产品的配方和生产流

程，造成多家企业效仿，仿制产品充斥市场，影响了该产品的销售和声誉。  

  有的搞深层揭秘性报道，把报道对象本身存在但不愿意公诸于众的内容报道出去。给报道

对 象造成经济和精神上影响。 


  二、新闻伤害产生的原因 

  新闻伤害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被伤害对象不注意很好保护自己的原因，有新闻从业

人员自身政治、业务素质不高，责任心不强的原因，也有媒体负责人把关不严的原因。同时

还 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欲利用新闻媒体影响力谋求个人或个人所代表集团利益而对新闻媒体

进 行错误诱导的原因。但从更深层次上看，还是和新闻媒体办报、办刊、办台的指导思想和

以 向存在一定问题密切。 

  第一，新闻媒体过于追求自身影响，而对社会效果考虑不周。有的新闻媒体 一味追求自

身发行量或收视、收听率，追求自身社会影响力和地位，而不去认真考虑报道可 能对报道对

象造成的有意或无意伤害，可能对社会生活造成的消极影响。有的甚至不惜牺牲 他人的利益

而换取自身的利益。 

  第二，新闻媒体过于追求报道效应，而对准确性和报道时机把握不准。有的 新闻媒体片

面强调新闻性和新闻规律，片面追求报道的实效性，热衷于抢新闻，对准确性把 握不严，时

机把握不准。甚至因信息传递过程的混乱，导致评价的错误，因采访不够深入，对事实不做具

体深入分析，导致鱼龙混杂，牵连无辜。 

  第三，新闻媒体对追求干预生活，而对自身定位不准，对复杂社会问题认识不清， 以致

受到误导或被人利用。有的新闻媒体片面追求社会生活的干预程度，把自己置于 社会评价体

系中的特殊位置，热衷于当裁判官、教师爷。在具体报道过程中，曝光简单化，不讲究精确、

程度和方法，有的凭一时冲动，把好事办坏，甚至由于对复杂社会情况认识不清，受到错误思

想、行为的误导和欺骗，不自觉地卷进企业间不正当竞争，成为被利用的不 光彩角色。 

  三、避免新闻伤害的基本原则 

  由于在新的形势下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和新闻媒体自身发展的迅速性以及具有的强大的渗透

力 ，新闻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趋广泛，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与此相应，新

 



闻 伤害产生的数量不断增加，杀伤力不断增大，所以必须采取措施，尽量避免和减少新闻伤

害事件的发生。一方面公民和法人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要勇于反对和抵制新闻伤害。另一方

面新闻媒体要予以充分重视，要坚持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真正采取得力措施尽量避免新闻伤

害的发生。 

  第一，要坚持新闻宣传党性原则，进一步端正办报、办刊、办台的指导思想，切实 摆正

自身位置。要牢记自身性质和使命，坚持党和人民喉舌和工具的性质，坚持新闻 工作的党性

原则，坚持新闻报道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政府工作大局服务的方向，坚持团

结、稳定、鼓劲和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排除私心杂念和一己之私利，进一步 端正办报、办

刊、办台的指导思想，牢记自身使命，把自己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置于广大人 民的监督之

下，把采访报道置于宪法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置于社会主义新闻道德的有力约 束下。 

  第二，要坚持新闻报道守土有责原则，强化责任意识，切实把好宣传报道关。要坚持对党

和人民负责的方针，切实承担起传播新闻、教育群众、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 重要使命，在

充分遵循新闻规律，努力提高报道质量的同时，以是否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 、是否有利于

维护社会稳定、是否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丰富健康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作为 选择宣传报道

内容和时机的重要标准。要坚持守土有责方针，建立健全责任体系，层层把好 报道刊播关，

增强报道的积极影响力，提高报道的感染力和水平。 

  第三，要坚持新闻工作以人为本原则，大力加强队伍建设，切实提高队伍素质。要把加强

新闻队伍自身建设放在重要位置，按照江泽民总书记打好“五个根底”、发扬 “六种作风”

的要求，从严管理，加强教育和培训，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政治觉悟、责任意识、分辨是非能

力和业务水平，提高驾驭新闻事实的能力，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的新闻 队伍，从根本上

避免新闻伤害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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