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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我国媒介专业主义缺失的原因 

作者： 张加春 何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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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媚俗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多年以来一直受到多方的口诛笔伐，更多的人也将媒体媚俗的主要原因归为

媒介专业主义的缺失，并将这种责任完全归于媒体本身。然而作为社会一个子系统的媒介并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来操控社

会的运转，媒介专业主义的缺失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商业主义、消费主义、公共空间、体制空间、文化浮躁等制

约因素。  

关键词： 媚俗 媒介专业主义 公共空间 消费主义 商业主义  

“明星取代了模范，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事实，娱乐覆盖了文化，低俗代替了庄重”，这是一篇题为《媒体又

现媚俗“三招数”》篇首的一句话。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后来被多家媒体转载，它集中反映了当下媒体媚

俗现状。媚俗现象的背后，带来的是媒体发展的不平衡和媒介专业主义的沦丧。以李良荣为代表的新闻学者希望以媒介

专业主义为旗帜，挽救中国的媒体，重新提升媒体的“品位”、“格调”。应该说这的确是一个契机。近代意义上的新

闻业在中国发展也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但是媒介专业主义在大陆几经曲折却始终没有确立，新新闻主义在1990年代后在

大陆的市场越来越广阔并随着都市报、都市新闻最终确立，但不幸的是媒介专业主义却没有随之在大陆树立旗帜。媚俗

的盛行，也蒙蔽了很多人的眼睛，致使主流意识形态将媒介专业主义没有确立的原因完全归根于媒体，归于媒体的“现

实主义”。媒体自身的原因是导致媒体媚俗和媒介专业主义缺失的重要原因，但却不是充要条件。对媒体的无端指责和

畸形挤压只会导致媒体把更多的精力转移到“媚俗”上来。  

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广义的专业即职业（occupation），与业余相对；而狭义的专业则指具有特殊性质的特定职业阶

层，如医生和律师，以区别于单纯的行业或事业（tradebusiness）.一般来说，一种职业能够称得上专业，必须符合一

些基本统计：必须以系统的、理论化的知识体系和专门技术为基础组织一种职业、这一职业成员必须具有实践其职业责

任或义务的广阔空间，即专业自治或权力；这一职业必须强调对公众的服务，以抵制经济获利；这一职业必须建立起一

种专业文化，以促进其成员的价值、规范和象征符号的共识；这一职业成员的产品必须是标准化的；对其成员来说，这

一职业是值得终身奉献的（Beam.R.A.,1990）①。  

专业主义不仅指新闻从业者经过专业训练所获取的专业技能、行为规范和评判标准,还包括一套定义媒介社会功能的信

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以及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因

此,新闻专业主义在理论上具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和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它强调的是新闻从业者与新闻工作的普适性特

征:它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与市场导向的媒体(及新闻)和作为宣传喉舌的媒体相区别的,以公众服务和公众利益为目的、以

实证科学原则为基石的意识形态;它也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模式,是与市场控制与政治控制相区别的、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

专业社区控制模式。②  

媒介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公共服务”的信念,它是“改良时代行政理性主义和专

业中立主义总趋势的一个部分”③。新闻专业主义的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团体。它最突出的特点,是

对新闻客观性的信念,相信可以从非党派的、非团体的立场准确报道新闻事实。  

在中国大陆，学者又将媒介专业主义称为新闻专业主义，并将其精神内核概括为“真实、全面、公正、客观、服务”。

然而这种媒介专业主义却是在媒介是“党的喉舌、政府的喉舌、人民的喉舌”根本条件下运行的，这使得大陆媒体在相

关的时政报道中只能按照官方主流媒体的意志进行，官方为时政相关报道规定了严格的路线、范围，并通过把媒体纳入

政府的官僚科层制体系当中来从而控制了媒体的每一个角落。著名的《南方周末》几易主编，南方报业发生大的人事变

动就是最好的例证。在这样的条件下，媒介专业主义受到了最强大的威胁，作为新闻本体的新闻报道的生命力和活力被

牢牢遏制，政法体系层面的新闻报道就缺乏了“真实、客观、公正、服务”的可能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媒介不得不

转移新闻报道的方向，向远离官方控制的娱讯和社会新闻发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在这一转向过程中由于缺乏行业

自律和职业道德建设，虚假新闻又盛行起来，媒介专业主义依然如履薄冰，几经挣扎依然在冰面上滑行。  

总体来讲，媒介专业主义的缺失不是媒体本意，而是中国大陆的媒介生态的一种产物和客观印证。香港媒介专业主义与

大陆相比一直被媒体奉为职业理念并得到当局的认可和民众的支持。同为国人，为什么差距如此之大，不得不令人反

思。  

在大陆，以下几个因素称为媒介专业主义缺失的主要原因。  

1． 商业主义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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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媒介管理之可持续发展战略观 

作者：罗晓娜┊ 2006-05-29 

  一、 媒介与管理  媒介管理，顾

名思义即是指存在于媒介领域内的管理

问题。媒介是一种复杂的实体，其性

质、类型及功能的定位都是随着不同的

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与之对应

的一切管理与营运也是应势而动。…… 

·赵月枝教授获批长江学者讲座教 2009-10-18

·国际青年影像季2009-2010 2009-10-18

·2009互动电视（中国）峰会通告 2009-10-18

·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 2009-10-13

·香港浸会大学第三届普利策新闻 2009-10-03



我国媒体最开始的财政来源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改革开放后，媒体经济上开始断奶，自谋生路。一方面要为党和政府

说话，一方面还要自己赚钱，这使得媒体要想尽办法保护自己的财源——广告主的利益，一些大的企业逐渐成为媒体的

第二把关人，采编系统对新闻的报道要符合至少不“损害”广告主的 利益。另一方面，受到巨大商业利益的刺激，媒体

为了在市场大潮中发展，不断做大作强，也只能拜倒在“现实主义”的脚下，时政新闻与娱讯和社会新闻相比，就缺乏

商业主义的功效。受广告主的控制和媒体发展的动力驱动，媒介专业主义就成为一种次要的选择，弱小的媒体面对强大

的市场压力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两全相害取其轻”，谁给我饭吃我就听谁的话，哪里有繁荣我就向哪里去。所以

虽然不断有人站出来说话，指责媒体媚俗，缺乏专业主义精神，甚至媒体也骂自己媚俗，摆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

势。要承认，在现实条件下，专业主义精神与商业主义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而摒弃专业主义来换取商业主义就会

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媒介逐渐失去自己的公信力，长远来讲不利于媒体的进一步发展。  

2． 消费主义的泛滥  

在消费主义的导引下，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在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换

言之,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因此,消费主义成为一种葛兰西意义上的

“文化支配权或者说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意识形态”④，受众成为这种意识形态的践行者。媒介必须在专业主义与消费主

义之间进行选择。  

这种选择的过程是异常痛苦的，“新闻专业主义话语作为一种理念沉浸到新闻实践之中,就成为一种话语实践,并不停地

通过实践活动再生,而媒介消费主义话语在具体的社会文化空间中与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形成对峙、抗争、纠缠、渗透,彼

此消长的历史过程,最终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新闻专业主义话语。⑤”而在相当的意义下,大众传媒就是消费社会与消费

主义的推行者、建构者与同谋者。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传媒最终出现消费主义倾向,被“消费主义化”，并作为一种话语

实践参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逐渐成为消费主义代言人，并逐渐丧失了批判的理性、辨别的

能力，最终“服务公众利益”的理想失落了，自律逐渐让位于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相对于专业主义之所有具有如此巨大的功效，不仅在于它是同商业主义相联系的，更在于它控制了媒介的上帝

受众，或者说它控制了消费媒介力最强的那部分受众，而相对于城市，九亿农民几乎不具备媒介消费能力。因此话语权

最终还是被掌控在消费层。  

3． 公共空间的黑屏  

在西方，媒介专业主义产生发展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要承担起“公共服务”的责任，避免媒体成为某一党派、商业集团

甚至政府的工具，媒体是要为全体公众说话，这已经成为西方媒体能够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得以战胜对手的一柄利剑。西

方媒体在经历了黄色新闻大战和党政阶段之后，更加意识到了维护媒体独立和“公共服务”理念的重要性。  

西方在长期民主与自由斗争中形成的“公共空间”成为媒体的避风港，为媒介专业主义提供了发展的基石，并且媒介专

业主义还不仅作为一种职业意识形态存在，更重要的是它成为西方民主自由的一部分和一面鲜艳的旗帜，作为一种精神

得到媒体从业者、公众的认可。  

而在中国大陆，不仅没有市民社会的传统，即是在近代意义上生成的市民阶层也是存在于社会底层或脱离权力层，他们

与主流意识形态和话语仍然有一段距离，成为统治层打压的对象。进入1980年代的经济大发展，并没有如一些学者所预

料的那样出现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或者这一过程还要多年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非线性模式而不是线性模式再一

次把中国的话语空间至于公共空间的黑屏之下，媒介专业主义精神树立所需要的基石与服务对象出现黑洞，媒体在追求

自身定位过程中迷茫了，将媒介空间/虚拟空间等同于公共空间，将服务于受众等同于服务公众，将满足受众等同于满足

公众。  

公共空间是在抵抗滥用国家权力和商业力量侵蚀过程中产生的，而在中国这两种力量恰恰是民众所无法反抗和抗拒的。

国家与政府与党派利益的结合使得“党国”这种特殊的权力主体具有了几乎同皇权一样的权威，新闻自由主义理念虽然

早已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确立，但是它的实践过程却显得异常艰难，并成为了臣服于“党国”的工具，习惯了刺激—反

应的媒体本身就缺乏了“公共精神”，又将如何去向社会播撒“公共精神”的种子？而“媚俗”却几乎是媒体避免“刺

激—反应”的唯一途径，这或许也是在当前社会通向“公共空间”的一种途径也未可知。  

4． 体制空间的制约  

体制空间的制约是一种现实制度的制约，也是最根本的制约。当前我国社会所经历的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制度与

政策处于多维盲动阶段，新闻传播体制作为现实制度的一部分也具有了这种特征。现实制度出于维护上层建筑的稳定性

和传统的意识形态，对新闻自由进行了根本的限制，即使在虚拟空间如BBS方面也限制言论自由和传播自由。这种措施有

利也有弊。而媒介专业主义所要秉持的一些基本精神如公正、公共服务却都是要冲击现有的制度的，要求现有制度进行

必要的转换，全面放松规制，对转型社会中媒介出现路径依赖进行制度上的改良。而所有这些媒介专业主义在发展中提

出来的现实问题都不是当前体制空间所允许和所能解决的。因而在二者的博弈选择中并没有达到最优的平衡点，而是以

牺牲媒介专业主义来换取当前新闻传播体制的暂时性稳定。媒介专业主义的发展的确缺少来自制度内的支持。  

5． 文化浮躁的同化  

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受商业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影响，文学界刮起了一股猛烈的浮躁风，文化人纷纷下海，一方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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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家，创作文学作品；另一方面他们又是老板，收取作品的利润。文化人不甘寒酸，希望文字不仅成为谋生的工具，

还要成为致富的工具。这种风气慢慢便渗入到了媒介当中来，媒介成为了21世纪的朝阳产业，望风而动，做市民快餐，

频繁更换版面栏目，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那份沉稳、批判精神荡然无存。文学的世俗化是将文化世俗了，将人世

俗了，也将媒介世俗了。同为文化母体一部分的媒介，宁愿放弃知识分子的尊严，而追随世俗的步伐，换取生命力。  

正如李良荣教授所说，市场化办报不能脱离新闻专业主义，脱离新闻专业主义的市场化报纸就是黄色报纸。而今天我国

媒介所面临的压力和遭遇的复杂环境都远远超过“黄色新闻时代”，媚俗只是媒介专业主义缺失的一种表征。回首昨

天，媒介专业主义的步履在今天和明天只会更加艰难，其生态环境会更加复杂。那种振臂一呼“我们要高举**主义旗

帜”大家就会蜂拥而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种简单的二元论与形而上学虽已是明日黄花，但依然有着广阔的市

场，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鸿沟成为媒介专业主义无法超越的一道马其诺防线。  

注释：  

①转引于谢静：《20世纪初美国的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确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2期。Beam.R.A

(1990):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 as an organizational-level concept. Columbia, SC: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②转引于吴洪霞、葛丰：《新闻专业主义与传媒消费主义之张力分析》，《人文杂志》，2004年第1期。本段系陆晔，潘

忠党的观点，原文出处于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

学研究》（台湾）2002年第71期，第18、43-44页  

③谢静：《20世纪初美国的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确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2期。  

④陈昕、黄平：《消费主义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出现》,见“文化研究”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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