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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公信力是传媒最有价值的内在品质，是传媒在市场竞争中制胜的关键性因素。公信力也

是传媒舆论导向作用发挥的前提和保证。在公信力基础上，传媒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可以达

到有效结合。 

  我国传播业发展很快，新闻传媒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各家媒体要想争得受众，在传媒市

场上取得一定的占有率，必须树立良好的自身形象，提高在受众中的公信力。同时，我国新闻

传媒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承担着正确引导舆论的责任，提高公信力，才能充分发挥这种作

用。公信力问题应当引起传媒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影响公信力的三个因素传媒的公信力是指传

媒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在社会和受众中的信誉度、权威性和影响力。传媒公信力的大

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就媒介总体而言，真实、高尚和权威是三个最重要的因素。 

  1.真实。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坚持新闻真实性是新闻工作的起码要求，也是传媒公信力形

成的根本基础。真实性作为一种原则已被写进世界各国的各种新闻规约中，成为普遍的共识和

承诺。联合国国际新闻道德信条第一条规定：报业及所有其他新闻媒介工作人员，应尽一切努

力，确保公众所接受的信息绝对正确。他们应当尽可能查证所有的消息内容，不应任意曲解事

实，也不应故意删除任何重要的事实（陈桂兰主编：《新闻职业道德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在新闻实践中，真实性也一直被许多媒介人视为传媒安身立命的基础。美国名报

人普利策在主持世界报期间，一再对记者强调：“准确、准确、再准确”，“光是不登假报道

还是不够的……必须把每一个人都与报纸联系在一起——编辑、记者、通讯员、改写员、校对

员———让他们相信准确对于报纸就如贞操对于妇女一样重要。”真实性之所以如此至关重

要，是因为受众一旦发现传媒提供的信息来源不可靠，内容不真实，就会对传媒的可信度产生

怀疑。只有坚持真实性，传媒才能获得受众最起码的信任和尊重。2.高尚。传媒所传播的新闻

信息是一种精神产品，它应该是健康向上的，在满足人们新闻需求的同时应该给人以精神享

受。不论雅与俗，好的新闻作品往往情趣高尚，富于启迪性和震撼力，大到主题重大、格调高

昂的时事报道，小到反映人间真情、百姓冷暖的社会新闻，高品位的新闻作品对受众产生的影

响是深远和持久的，有助于树立传媒在受众中的良好形象。相反，传媒传播庸俗、低级趣味的

信息内容，虽然会满足一部分受众的低俗需求，但这些精神垃圾既造成了精神污染，又有损于

传媒的形象，扼杀了传媒的公信力。 

  3.权威。传媒的权威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传媒时刻关注国是民生，对重大时事和社会

热点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度的剖析力，为受众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传媒发挥舆论监

督作用，在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同时，敢于针砭时弊，伸张正义；传媒所作的新闻报道公正客

观，真实可靠，高瞻远瞩，令人信服；传媒对重要新闻事件能作出见解独特的独家报道；传媒

拥有名牌栏目和知名主持人、评论员、编辑和记者，等等。传媒一旦树立了权威形象，将以其

特有的自身魅力强烈吸引和感染受众，其公信力也将大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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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信力与触及率 

  任何一个团体组织要取得恒久的成功，良好声誉是至关重要的。传媒也不例外，也需要创

建和维护良好声誉，即提高自身的公信力。公信力代表了传媒的内在品质，是传媒建立和维护

与受众的信任关系的纽带。传媒要想长期保持对受众的感召和吸引，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

地，必须重视建立良好的公信力，公信力已成为传媒在市场竞争中取胜的关键性因素。触及率

（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虽然也是反映传媒竞争力的一种指数，但它仅反映出数量的特

征，并不是传媒竞争力的本质内涵。在很多情况下，触及率高的传媒，并不见得竞争力就强，

传媒发展史上一度出现过的媒介泡沫经济现象便是明证。只有建立在良好公信力基础上的触及

率才是稳健的触及率。 

  时下有些媒体为追求高触及率，不惜牺性自身的公信力，一味迎合受众。这一现象已经屡

见不鲜，且有流行之势，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新闻失实。真实性是新闻的第一要义，

然而少数传媒，常常出于某种目的或为利益所驱使，置事实于不顾，进行失实的报道。他们或

是进行新闻炒作，添油加醋地把一些并不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炒成热点新闻，造成轰动效应，

增强对受众的吸引力；或是捏造事实，在新闻报道中，制造或传播虚假新闻，以追求新闻热

点、轰动、刺激等效应，来吸引受众。2.内容低俗。有的传媒和传媒工作者津津乐道、大量采

写刊播有黄色内容的新闻、各类桃色事件的新闻，关于血腥凶杀的新闻、涉及人物隐私的新

闻，许多新闻已变成“腥”闻、“性”闻和“星”闻。3.广告性新闻。广告性新闻更是逾越了

受众这一中介，传媒直接与广告主交易，把版面和节目时段出卖给广告商。出卖版面或视听时

段，必然混淆广告和新闻的界限，在一部分新闻节目中，播出毫无新闻价值的准广告，或让广

告以新闻的形式堂而皇之地登场，这种做法将严重地损害受众的利益。 

  传媒不惜牺牲自己的公信力，而热衷于追逐高触及率，显然是出于商业目的，因为这样做

可以为传媒经营者带来丰厚的广告收入和商业赞助。 

  传媒以牺牲公信力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高触及率实际上是一种短期行为，它虽能带来丰厚

的利润，却使传媒丧失了长远发展的根基。相比较于触及率，公信力才是传媒更为重要更为本

质的东西。传媒一旦失去公信力，意味着最终将失去受众的信赖和支持，结果是失去受众市

场，无法生存。在传媒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公信力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已成为传媒竞争的重要

砝码。从长远发展来看，在提高公信力的基础上追求触及率才是传媒的明智选择。 

  公信力与舆论导向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不仅要重视自身的经济效益，而且还要更加注重社会效

益，这是因为传媒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的地位在体制转轨后并未改变。近些年来，由于市场大

潮的冲击，一些传媒在经济利益的诱使下迷失了方向，忘记了自己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的职

责，只注意新闻“卖点”却忽视要正确引导舆论，发挥积极的舆论导向作用，甚至由于传播内

容的偏向性，把受众引导到错误的观点、立场上，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江泽民同

志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传媒应时刻

不忘自己的公众代言人的角色和身分，充分发挥舆论导向作用，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营

造良好、健康的舆论环境。 

  传媒的公信力与舆论导向作用是紧密联系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公信力决定着传媒舆

论引导作用能否发挥及发挥的程度。 

  首先，公信力是传媒舆论引导机制发挥的前提。传媒对舆论的引导主要是通过报道中隐含

的意见倾向、评论中表达的立场观点来实现的。在舆论形成过程中，分散的公众成员在发表意

见时会受到从众心理很大制约，处于避免被孤立的很自然的想法，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占优势

地位的多数意见的影响或左右。这种对于外界优势多数意见的感知主要来自大众媒介。由于传

 



媒的意见传播具有公开、广泛、持续时间长、声势浩大等特点，在社会意见中具有独特的权威

性，这是媒体意见独有的、很难被超越的优势，因此也很容易形成主流意见。受众在感知外界

意见时，往往将其视作多数意见，从而遵从、附和于媒介的有意识的引导。在这一过程中，如

果一家媒体的公信力很差，它的权威性将受到严重挑战，主流意见的形成遇到障碍，意见的引

导会十分困难，甚至造成受众的逆反心理。反之，如果传媒的公信力很高，优势意见的形成将

十分顺利，从而易于传媒舆论引导作用的发挥。 

  其次，公信力也是传媒舆论导向作用产生效果的保证。早在23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

《修辞学》论文中认为，说服必须具有三个条件：“演说者的品德……对听众造成某种态度

（机会），论说本身（所提供的证明）。”而在这三者中，演说者的品德“是所有的说服的手

段中最有力的”。美国的心理学家和传播学家用许多实验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的判断，结果表

明：宣传者在实验者心目中的信任度和材料的可信性成正比。传媒的舆论导向作用要产生效

果，同样需要在受众心目中有较高的信誉度。另外，在舆论引导过程中，起最后决定性作用的

是传媒所传达的信息内容。信息是舆论形成的前提和基本构成材料，在舆论产生并最终形成的

过程中，受众能否及时地、准确地、充分地了解到全面的信息，对他们能否进行正确、客观的

分析、判断，形成正确的意见是至关重要的。拥有良好公信力的传媒，往往能以其公正、客观

的报道，为受众提供真实、充分的信息，从而使舆论导向发挥积极的社会促进作用，产生良好

的社会效果。 

  两个效益的结合点 

  从长远发展来看，公信力是传媒最可珍视的资产，是传媒保持持久的竞争活力的不竭之

源。在未来的传媒市场上，谁的公信力高，谁将处于优势地位，公信力已成为传媒制胜的关键

变数。同时，公信力也是传媒舆论导向作用充分发挥的前提和保证。提高传媒的公信力，既能

提高传媒的舆论导向水平，发挥社会效益，又能使传媒树立自身的良好形象，赢得受众，从而

获得经济效益。公信力是传媒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与协调一致的一个结合点。为此，传

媒应从确保传播内容真实，提高信息产品的品位，树立媒介自身的权威等方面不断提高自己的

公信力。 

佘文斌 河海大学人文学院传播学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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