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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自由与传媒自律 

一、现在中国的传媒在报道社会新闻、娱乐新闻方面，已经拥有了很大的自由 

 
某些中国传媒自由报道这类新闻的自我限度，超过了发达国家。 

 
二、这种情况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中国大部分传媒被推向市场，国家不仅不再提供经费支持，而且

还要求它们创造利润 

 
传媒报道的范围可以划分为两大领域，一是政治（包括与政治相关的部分经济、文化的内容），一是社会生

活（包括经济生活、娱乐）。鉴于政治领域的新闻受到较大限制，因而中国的传媒在社会新闻、娱乐新闻方面迅

速扩张，变化速度极快。 

 

三、这种急遽的传媒角色的转变，使得传媒和记者来不及形成职业意识，不知道什么是职业规范。 

 
1992年实行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的传媒基本上没有可操作的自律性的职业规范。 
原因在于：在很长的时期内，中国的传媒是各级党政机关的一部分，不是一种社会行业。传媒的根本职责是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报道新闻要服从于政治宣传的需要。记者是国家干部，有高低不等的行政级别。记者的工作

只对上级负责。虽然1991年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全国记协）制定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但

是由于它无可操作性（内容由8句作为政治套话的顺口溜组成，后来改为6句），传播不力，至今知道它存在的新

闻从业人员很有限。 
在传媒的职业权利与党政权力的背景难以分清的情况下，传媒和记者很容易成为违法人员重点的行贿对象，中国

传媒和记者的“权力寻租”成为最大的违反职业道德的问题（有些已经属于违法问题）。 

 

四、2003年，两件事情使得中国传媒的职业意识、职业规范问题被提上日程 
 
第一件，这年7月，中国的报刊布局发生较大变动，除了中央、省级只保留各一家党委机关报和一家党的理论

刊物外，其他报纸逐渐变成挂靠在各级党政机关名下、财政和人员编制与这些机关分开的文化产业单位。这种传

媒的“自治”需要更多的传媒自律来维护。第二件，这年10月，繁峙矿难（发生在6月）中11名记者受贿不闻的事

件被揭露，舆论哗然。于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广播电视电影总局等几个部委在对传媒人

员进行政治教育的活动中，加进了一项“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的教育（统称“三项教育”）。 

 
五、中国传媒职业自律的现状 

 

2002年对上海市新闻工作者的调查与1997年对全国新闻工作者的调查情况 
（指数1为绝对不接受；指数5为 绝对接受）： 

对以下问题持什么态度？          2002年/1997年 
为自己工作的版面或节目拉赞助       3.05/3.09 
记者为本媒体拉广告                 2.83/2.98 
接受被采访方的招待用餐             3.89/3.92 
接受被采访方提供的免费旅游         3.43/3.08 
接受被采访方馈赠的礼品             3.5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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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被采访方馈赠的现金             3.30/3.09 

2003年对全国新闻工作者的调查情况 
近3/4，倾向于记者可以为本媒体拉广告，其中16.8％同意，56.5％态度暧昧。 

4/5强，倾向于为自己工作的栏目拉赞助，其中26％同意，54.1％态度暧昧。 
2/3，倾向于主动淡化不利于广告客户的新闻，其中12.1％同意，54.2％态度暧昧。 
5/6强，倾向于接受被采访方的招待用餐，其中21.5％同意，62.8％态度暧昧。 
近2/3，倾向于接受被采访方提供的免费旅游，其中10.7%同意，55.1％态度暧昧。 

近1/2，倾向于接受被采访方的现金馈赠，其中6.3%同意，40.5％态度暧昧。 
1/2强，倾向于记者为企业公关，其中9.9%同意，42.8%态度暧昧。 

以上情况说明，从1997年至今，中国传媒的从业人员在职业意识方面，以及对职业规范的遵循方面，没有任

何进步！ 
但从多数人态度暧昧来看，其实人们中心还是多少明白是非的，只是在利益驱动下这种心底的良知被掩盖或

压抑了。 

 

六、中国传媒普遍存在的缺乏新闻职业意识和职业规范的14种表现 
 
1，传媒的编辑部门与广告、发行或经营部门的混岗。记者拉广告、拉订户的现象很普遍；编辑和记者，甚至

就是传媒的领导人，利用手中的发稿权与广告商违法交易，把广告变成新闻推出，欺骗受众。 
2，传媒的栏目或节目与企业“合办”的现象相当普遍。这意味着，这些栏目或节目自动放弃了对这些企业的

舆论监督。 
3，受贿无闻。这种现象最近几年开始呈上升趋势，即在发生不利于当事人的事情的时候，记者因接受当事人

的贿赂而闭嘴。 
4，假新闻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这里既有职业道德的原因（利益驱动），也有缺乏新闻职业规范的问题。 
5，“假事件”频繁。这是指传媒制造事实，然后自己再报道这个“事实”这种现象，所谓“天下本无事，新

闻策划之”。 
“新闻策划”这个商业色彩浓重的概念，9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传媒业广泛使用。它更多地被理解为由媒体制

造事实、然后报道该“事实”。甚至有的新闻学研究者主张：新闻媒介不应满足于守株待兔式地捕捉新闻，而要

主动地利用自身的影响，围绕某一主题进行一系列活动，从而“制造”新闻；新闻事实可以被策划，新闻事实可以

由媒体自编、自演而后自播，从找新闻、抢新闻到制造新闻，这是对过去理论的突破，我们不能被事实牵着鼻子

走。 
这类内容占据了相当多的传媒版面或时间，遮蔽了人们了解真实世界的视野。 
6，免费看节目看比赛和免费旅游、赶场拿“红包”、由被采访单位报销费用（包括吃喝、住宿和交通费）和

接受“土特产”礼品等。这种情形虽然明显地违规，但是被相当多的记者视为常态。 
7，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关于公众人物的隐私，传媒已经开始关注了。现在问题主要表现为传媒侵犯了弱势人

群的名誉权而没有感觉。例如电视新闻中，某企业为贫困小学生赠送书包文具之类的东西，贫困家庭的孩子一个

个上台从领导和老板那里接过馈赠物品，台下全体师生在鼓掌；某看守所为数名刑满释放人员举行热闹的出监仪

式。看守所所长递给他们３件礼物：一把印有“一路走好”字样的雨伞、一本《公民道德规范》和一份《归正人员

安置帮教工作办法》。设想一下：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在众目睽睽下领取捐赠品，他的心理压力有多大？谁能够

保证班上的同学今后都不会蔑视他？电视镜头里把释放人员的面孔一一“公示”一遍，这对他们的心理难道就没有

伤害？ 
8，“媒介审判”较为普遍。一些传媒和记者缺乏法律知识，不是客观报道庭审，而是对犯罪嫌疑人在法庭上

的辩护作恶意评价，替代法官对犯罪嫌疑人做出有罪的结论，说该判死刑或判多少年徒刑。 
9，侵犯当事人的著作权。 
10，偷拍偷录成风。如果打开中国的电视，相当多的警察抓坏人、揭露各种违法现象的报道，都离不开记者

偷拍的镜头、偷录的声音；各种描述记者偷拍经历的新闻故事的书籍，被报纸连载，拥有很大的读者市场。 
11，拒绝更正与答辩。 
12，炒作明星绯闻和犯罪新闻。 
13，记者对血腥、暴力和涉及人的尊严的事件，表现冷漠，采用毫无人性的词句描写事实。例如关于人乳宴

的报道，关于民工跳楼自杀的报道。2004年4月，中央电视台四套在播放俄罗斯人质危机的新闻报道时，屏幕下滚

动播出这样的信息：有奖竞猜：俄罗斯人质危机中一共有多少人丧生：答案A××人；B××人；C...D...，移动发



送答案至××××，联通....； 
14，虚假广告较多，特别是医药广告，虚假或夸大疗效的占95％。一些广告低俗，暗示色情内容。 

 

七、中国传媒自律的形成，首先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将记者的政治“权力”意识转变为职业“权利”意识。这是一种制度性的转变过程，需要时间。 
2，立足于同行控制，职业角色通过职业理念的内化而形成。 
由于中国传媒的行业组织缺乏权威性，一些本来应该由行业自律解决的问题，现在是由有关的党政部门做出

硬性的规定而解决的，例如禁止记者采访中偷拍偷录。这个问题本来在原则否定的前提下，应有一定的灵活性，

现在变成了他律。他律越细，传媒的表达自由空间越小。以自律求自由，可以为传媒赢得较多的有弹性的活动空

间。为了避免较多的他律，就需要更多的自律。 
3，明确一系列具体的职业规范。 
中国目前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是一种抽象的政治化的道德要求，缺乏可操作的具体职业规范的细致约定。

因而要进行细分，以制定具体的、可感知和可执行的规范条文。  
4，提升新闻伦理学的学术质量。 
中国现有的传媒伦理著作停留在阐发抽象的原则层面，缺少传媒的专业特征和可操作性。研究国际同行已有

的成功的传媒自律和国际传媒业在职业规范方面的惯例，是目前中国传媒自律研究正在做的事情。 

 

八、“厦门事件”表现出中国公众开始关注传媒自律问题 

 
2005年5月10日，中国福建省厦门市的《东南晚报》，发表记者拍摄的一组5张照片，内容是一位骑车人因为

看不见雨水淹没的路上的大坑而跌倒的瞬间。这件事情引发公众对该记者的职业道德提出质疑。根据新浪网，最

初大约一半的意见支持记者，认为他抢拍下了具有新闻价值的精彩镜头，另一半意见认为该记者明知雨水下暗藏

大坑，却在那里等候了近一小时而拍下这组照片，缺乏职业道德。随着讨论的深入，现在后一种意见开始占上

风。 
自从1987年中国发生第一例“新闻官司”以来，有些属于传媒职业规范的内容，逐步在传媒业界有了共识，

例如不能侵犯公民的隐私、不能受贿、不能无中生有地编造假新闻等等（尽管仍然经常发生，但至少在是非辨别

上分歧不大），更正与答辩的职业意识现在也开始萌芽。但在另外一些问题上，仍然需要辨明是非，例如编辑部

门与经营部门的混岗、新闻栏目或节目拉赞助、传媒参与事实进程的“新闻策划”、免费看节目看比赛和由被采

访单位报销费用，以及司空见惯的偷拍偷录报道等等。 
 
作者简介:  list.asp?unid=350 

回首页

来源：传播学论坛发稿 
阅读：1366 次 
日期：2005-12-07 

【 双击滚屏 】 【 评论 】 【 收藏 】 【 打印 】 【 关闭 】 【 字体：大 中 小 】  

上一篇：虚拟学习社区多重内涵之解析与研究 
下一篇：教育平等进程中远程教育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 相关文章 

  

  ·《编辑力初探1.0：写给编辑人的信》(43) 

  ·《编辑力初探1.0：写给编辑人的信》(42) 

  ·《编辑力初探1.0：写给编辑人的信》(41) 

  ·《编辑力初探1.0：写给编辑人的信》(40) 

  ·《编辑力初探1.0：写给编辑人的信》(39) 

  ·爱心铸品牌——徐州报业传媒集团6年助学提升品牌影响力 

  ·《编辑力初探1.0：写给编辑人的信》(38) 

  ·《编辑力初探1.0：写给编辑人的信》(37) 



发表评论 

      

      

点  评：  字数0  

用户名：   密码：    

nmlkji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发 表 

■ 尊重网上道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  

■ 本站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  

■ 本站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您的评论  

■ 参与本评论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  

备案号/经营许可证号：蜀ICP备05000867号 

设计开发：阮思聪 QQ:54746245 Powered by：打瞌睡  

Copyright (c) 2003-2013 传播学论坛： 阮志孝、阮思聪. All Rights Reserv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