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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真实性与媒体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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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真实性，是报刊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我们的报刊要得以生存，就必须着力夯实“真实性”之基。但是，当我们审视新闻媒

体自身的真实性和公信力如何时，不得不承认有一些令人尴尬而又无法回避的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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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性，是报刊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我们的报刊要得以生存，就必须着力夯实“真实性”之基。但是，当我们审视新闻媒体

自身的真实性和公信力如何时，不得不承认有一些令人尴尬而又无法回避的诘问。 (一)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闻真实性越来

越受到冲击。一些媒体为了在竞争中求得生存，放松了新闻职业道德，使得媒体应有的公信力受到严重损害。据地方报界的朋友介绍，有

的报刊以假新闻制造卖点争夺受众，使新闻真实性受到威胁；有的金钱成为指挥新闻媒体的“魔棒”，媒体的公众性受到影响；还有的为

了求得所谓的办报、办刊、办台环境，不惜屈身媚俗，使媒体的权威性受到削弱。媒体信用的缺失，在部队报刊中也表现突出，仅《前卫

报》近两年以来，就收到揭发一些抄袭、失实稿件的信件，经查实的就有10余起，读者对报社的指责和对作者道德的愤慨，不绝于耳。比

如：介绍一个历史事件，众说纷纭，说法不一；同是一篇稿，对主人公的身世，作者前后不能自圆其说。还有的通讯员极尽杜撰之能事，

向壁虚构，稿件事实子虚乌有的更不鲜见。尤其是军民关系、战士外出做好事、探家见义勇为等，这类稿件有些作者更是大胆“发挥”，

有的甚至是纯粹“假新闻”。凡此种种，可以说，并不是这些同志对新闻必须真实的原则不了解，而是对报社信誉和自己的新闻生命缺乏

责任感，其行为虽然是通过个体或个人表现出来，但却起着“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的作用，影响着整个新闻业的信誉和生存发展的根

基。所谓新闻必须完全真实，主要包含这样几个意思：第一，构成新闻要素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都要真实可靠。第二，新闻反映

的客观事实，包括事情发生的环境和条件、过程和细节、人物言语和动作、原因和结果，都必须准确。第三，新闻引用的各种资料，如背

景材料，引用的数字、史实、语录都必须确切无误。第四，人物的心理活动、思想认识，也必须讲究真实。新闻的观点、认识的高度、事

物发展的程度，都要按照实际情况，讲究分寸，留有余地，防止片面性、绝对化。要达到以上要求，当前最主要的是划清一些是非界限，

如跟形势和“变角度”的界限。我们的新闻一定要紧跟形势。但紧跟形势，绝不意味着一篇新闻可以乱改角度，把旧闻当新闻，把主要是

由于其他因素起作用而取得的成绩归结为刚刚开始的某项活动的成果。要划清加工提炼和任意拔高的界限。有的同志写新闻，为了追求所

谓思想境界高，喜欢编上一些“闪光”语言，觉得新闻事实大体真实就行了，认识可以加一点。这是不对的。严格说来，人们对某一客观

事物的认识程度，也是客观存在，不能随意乱加乱改。我们写新闻应着眼于推动和促进工作，积极地建议和帮助部队做好某项工作，决不

能用主观的框框去套客观实际，硬要部队工作从属于自己写稿的需要。还有，新闻中的形象描述和文学创作的界限。文艺创作允许虚构，

可以改名换姓，编造情节，塑造典型，而新闻无论怎样进行形象描述，都必须符合真实情况。 (二) 笔者通过调查发现，造成失实的一个

重要因素是通讯员的特殊心理压力。导致通讯员特殊心理压力的原因在哪里呢？一些单位衡量通讯员的成绩，往往是以见报多少为标准，

有些单位甚至规定篇数指标限期完成。通讯员长期专职写稿不能见报或很少见报，自然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压力，而有些部队的领导又一味

要求通讯员在报上多见稿，从而使这种压力大大增加。军队新闻内容的特点，除了突发性、典型性重大新闻外(在实际生活中，就一个具

体单位而言，这种新闻也是有限的)，同题材的新闻内容颇多，各个部队通讯员采写的大量同题材新闻稿件中，新闻价值和内容的差异不

是很大。这一点部队与地方是有所不同的。这样，大量同题材稿件势必不能见报。有的报道员曾埋怨说，报纸上登的有些新闻我们都写

过，就是发不了。在这无形的竞争中，一则报道员本身压力较大；二则一些单位的领导看到报上刊登兄弟部队的新闻与本部队所做工作差

不多，而时常问本部队新闻干事为什么自己部队未见报，这无疑又加重了通讯员自身的压力感。综上所述，通讯员经常处在这种压力下，

自然要产生“见报第一”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外加一些部队领导总是庇护新闻失实的作者以及处理不严的客观状况，极易出现失



实新闻。仔细观察新闻失实一般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故意不深入采访，使实际上的“故意性新闻失实”转化为表象的“非故意性新闻

失实”，在新闻采访中主要是采取以下方法：采用“诱导式”采访手段，即为写出新思想新角度，采劝启发诱导”的方法引导别人“提

供”自己所需要的材料，让被采访者“顺杆爬”；采劝印证式”采访，即先“考察”中央及军委最近作出了什么重要决定，军区有什么新

的方针政策，强调宣传什么内容，然后带着观点框框到部队找自己所需要的材料；进行“人工导演”，即为能见报，制造新闻事实，然后

又作为自然发展的客观事件报道出来。二是在新闻写作中用模糊语言掩饰真实。即常常故意用一些模糊含混语言来掩饰应该精确和真实的

地方。例如，一位通讯员在写一篇典型事迹报道时，在写到这个同志母亲被自行车撞伤，家中来信让其回家的情节时，报道员为了使报道

感人，有意用“车子”代替“自行车”，把“来信”写成“来电”，以此片面地衬托典型，幸好编辑及时发现，才免于失实。还譬如，有

的为了能见报，把半年前甚至一年前发生的新闻事实加上“最近”这种模糊语言，当做新闻写。无论地方媒体还是部队报刊，造成新闻失

实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在新闻传播观念方面，由于不正确地理解新闻的宣传功能，在搞新闻时主观意识过强，主题先行，过分强调

新闻为某一动机服务，使得我们的新闻不知不觉地弱化了客观性真实性，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困扰我们，也是制造假新闻的思想理念上的根

源，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过分强调新闻的客观性，过分地强调以满足读者要求为出发点，因此有时

就会产生为了迎合受众的口味而媚俗甚至造假的情况。第二，新闻工作者本身的问题。我们的大部分记者都较为年轻，充满了青春的活

力，但却缺乏对新闻事件、信息的敏感和鉴别的经验，他们往往把自己置身于报道客体中，违反了“记者要当第三者”的客观原则；他们

爱当仲裁者、执法者、某一方面的代言人，受主观因素影响，屁股坐在一边，采写情绪化；由于知识面、社会历练等因素，不能把报道客

体置于全局考虑，看问题失之辩证，失之全面；有些人作风漂浮，采访浅尝辄止。第三，新闻传播领域缺少法律的规范约束也是需要引起

重视的问题。对于那些有意识地制造假新闻的人来说，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清楚，现在还没有一种有效的法律武器可以制裁他们，现在

还有许多使他们逃脱处罚的机会。制定严肃的规范的易操作的法律法规是新闻媒体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没有法律武器，要从根本上解决

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 (三) 笔者认为，媒体把好新闻的真实关必须把握好一些关口。第一，保持新闻媒体舆论导向的正确。对每一个新

闻媒体来说，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都是至为关键的。新闻媒体良好的公众形象就是建立在舆论导向的正确这样一个平台之上的，没有舆论

导向的正确，就根本谈不上新闻媒体的可信度。第二，提高新闻工作者的政治理论水平和专业水平。作为一名有事业心的记者编辑，除了

在政治思想理论素养等方面有较高的水准，善于宏观把握问题之外，还应该在新闻专业上有严格的要求。关键的问题是加强学习，要刻苦

努力勤奋多想，深入实际，在采访、写稿的实践中要有求实之心。同时，还要注意改变新闻理念，遵循新闻自身的客观规律，一切以新闻

事实为依据。第三，要有规章制度的约束。严格管理，加强纪律，奖惩严明，创造一个让读者满意的新闻媒体形象，确实让大家感受到真

理的无穷力量和新闻客观真实的无限魅力。还应提高记者编辑的职业道德素质和审美情趣，杜绝有偿新闻、关系新闻，避免低级庸俗的猎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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