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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 在实跬巾搽索 
2006新闻理论研究回眸 

2006年的新闻理论研究，按照中央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 

总体部署，结合本学科本领域的实际，在 

基础理论和工作对策等方面提出了不少 

具有学理性、现实性、针对性、前沿性和 

创新性的观点，取得了不少高质量的研 

究成果，体现了自身的价值。 

一

、 关于新形势下 

新闻媒体作用的研究 

胡锦涛总书记在考察解放军报社时 

强调，新闻媒体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和舆论导向，更好地发挥宣传、教育、激 

励、动员作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 

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明确提 

出，新闻媒体要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 

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 

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这些都 

是新形势下中央对新闻媒体作用的新概 

括。这些概括意味着，我国各级各类新 

闻媒体要深入研究新形势下各种受众群 

体的接受习惯和心理特点，把党所倡导 

的和群众所需要的紧密结合起来，从群 

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着手，在报道新闻 

事实中体现正确导向，在同群众交流互 

动中促进形成共识，在加强信息服务中 

开展思想教育。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由许多重要观点 

组成。刘建明认为，“媒体是意识形态机 

构”“真实是新闻与报干0的本质”“新闻是 

事实的报道而不是空洞的议论～‘新闻出 

版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报干0要做到 

当人民的耳目喉舌与当党的耳目喉舌的 

统一”“科学性是党报党性原则的灵魂” 

等六个观点，具有经典性，蕴涵着唯物主 

义、自由精神和忠于真理的菁华，无论历 

史和实践发生何种变化，这些经典观点 

都不会发生改变，始终具有指导实践的 

生命力。 

三、关于新闻真实性的研究 

新闻真实性问题一直是新闻理论和 

新闻实践中的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关 

于新闻真实性要求的完整体系与系统标 

准，李煊认为，基本要素(指时间、地点、 

人物等 )真实、基本性质(指对事实性质 

的判断)真实、基本联系 (现象与本质、 

偶然与必然、原因与结果等)真实，是新 

闻真实性的全部内涵和总的要求。对具 

体报道而言，基本要素真实是基本的普 

遍的要求，基本性质真实只有在事实与 

假象或谎言同时存在时才有意义，基本 

联系真实只有在报道涉及或暗示了事实 

的某种联系时才有意义。因此，在实际新 

闻工作中，新闻界要根据具体情况去实 

现新闻真实性的要求。我国新闻媒体实 

行正面宣传为主方针，在公开报道中存 

在 “报喜多于报忧”的现象。这一现象成 

为社会上有人指责我们不重视新闻真实 

性的靶子。针对这种指责，尹韵公指出， 

我国的新闻媒体虽然存在这一现象，但 

这并不等于我们轻视、忽视、或无视社会 

阴暗面的存在。中国新闻传媒体制的最 

独特之处，就是它创立的内部报道机制。 

内部报道所反映的问题，都来自老百姓 

的呼声、愿望、要求，绝大多数是真实的， 

受到党和政府各级部门的高度重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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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报道机制的存在和运作，有利于治党 

治国治军，有利于社会稳定，严格地维护 

和实现着真实性原则。随着信息技术的 

发展和媒体商业意识的泛滥，虚假报道 

成为新闻界当前比较突出的、人民群众 

不满意的重要问题。高钢指出，假新闻已 

经构成对传媒公信力最为严重的威胁。 

当前我国虚假报道出现了一些新特征， 

比较典型的是一些媒体公开发布虽有新 

闻来源但未经记者认真核实和证实的疑 

似新闻。有人认为新闻真实的标准应该 

是 “依据真实”“记录真实”或 “新闻来 

源”的真实。孙劲松、王从波不同意这一 

说法。f电啊1指出，新闻记者和媒体应追求 

忠于事实，努力与事实真相一致的真实， 

这种真实应该是一种可证实、可按常理 

推断的符合逻辑的真实。 

四、关于新闻价值构成要素的研究 

新闻价值的构成要素，包括时新性、 

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和趣味性。刘英 

从新闻受众地位提升的角度，论述了接 

近性内涵的三次变化 第一次因“以受众 

为中心”观念的确立，新闻接近性的内涵 

由注重新闻地理上的接近转向心理上的 

接近；第二次因传播分众化趋势的呈现， 

新闻接近性的内涵由地理上、心理上的 

接近扩展到年龄上、性别上、职业上的接 

近；第三次因平民化报道潮流的形成，新 

闻接近性的内涵更多地强调入与人之间 

行为方式的接近，要求新闻媒体关注和 

再现普通人的生活。 

五、关于新闻媒体性质的研究 

近年来在新闻媒体性质问题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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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和业界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理论与解 

释。郑保卫从社会文化事业、阶级舆论工 

具和信息产业实体三个方面，分别阐述 

了当代传媒业的社会属性、政治属性和 

经济属性，并指明了这三种属性之间的 

关系：政治属性借助社会属性来体现价 

值和发挥作用；社会属性靠政治属性来 

引导方向和规范行为；经济属性既为社 

会属性和政治属性提供存在及发挥作用 

的经济基础与物质条件，同时又受到它 

们的制约。 

六、舆论影响力的研究 

南振中指出，舆论影响力关系到我 

们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关系到党的执政 

能力，关系到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 

位，新闻工作要把提高舆论影响力作为 

自己的主线。《中国记者》评论员文章认 

为，主流媒体增强舆论影响力的着力点 

在于，当新闻事件发生后，主流媒体既要 

努力成为全面、权威的报道者，又要努力 

成为深刻、权威的解释者，牢牢掌握住第 
一 解释权。 

七、关于新闻舆论监督的研究 

新闻舆论监督历来是新闻理论研究 

的重点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正确开展 

新闻舆论监督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王维彤认为，决策民 

主、施政高效、官员廉洁、政治开明、法 

制健全、社会稳定等政治目标的实现，离 

不开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丁柏铨认为， 

执政党加强自身执政能力的建设，既需 

要掌握舆论监督这样一种特殊的舆论引 

导方式，引导社会舆论和社会生活在健 

康有序的轨道上行进，也需要党的各级 

组织和成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正确对待 

和主动接受舆论监督。他认为，新闻传媒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所进行 

的舆论监督，应当而且可以发挥三种作 

用：一是以督导和督促为主的舆论督察 

作用，二是以揭露和批判为主的舆论鞭 

挞作用，三是以预警和警世为主的舆论 

警示作用。 

八、关于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 

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 

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于新闻 

从业者具有重要意义。燕道成、童和平认 

为，在 “八荣八耻”观照下，新闻从业者 

在职业道德方面要树立先义后利、重义 

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肖峰对我国新 

闻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建设方面存在的主 

要问题进行归纳，重点分析和批判了贪 

财、要官、造假、有偿新闻、公款吃喝、 

敲诈勒索等六种可耻现象。赵志立提出 

了重大突发性事件报道中新闻伦理方面 

容易出现六个方面的冲突：坚持实事求 

是与隐瞒事实真相的冲突、坚持正确导 

向与强调新闻价值的冲突、尊重生命价 

值与渲染恐怖气氛的冲突、扶危救难第 

一 与新闻报道第一的冲突、客观公正报 

道与制造轰动效应的冲突。 

九、关于媒介公信力的研究 
、 

张洪忠认为，媒介公信力是一个多 

维度的判断，其外延包括媒介总体公信 

力、媒介渠道公信力、消息来源公信力、 

媒介组织机构公信力。、新闻从业人员公 

信力。党报的神圣地位和责任决定了， 

如何增强党报的公信力是一个必须马上 

解决的现实问题。吴毓健认为，党报全 

面生动地报道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要 

闻，是党报构建和提升公信力的一个契 

机和突破口。 

十、关于跨文化传播的研究 

姜飞针对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有人提 

出的 “跨文化传播不会构成文化侵略， 

不会威胁国家安全”的观点，结合国际 

传媒集团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从跨文 

化传播的历史、现实和文化内在逻辑， 

以及作为跨文化传播精神实质的话语博 

弈问题等方面，对该观点进行了实事求 

是的分析与反驳。姜飞指出，跨文化传 

播 (或跨文化交流)是人类的一个普遍 

现象，但殖民主义打破了不同文化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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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化方式后，强势文化将强权即真理 

的逻辑搬到文化领域，从根本上颠覆了 

文化正常交往、彼此影响、融合提升的 

主题，将跨文化传播变成了文化上的殖 

民主义。 

十一、关于报业集团的研究 

2oo6~ 我 

1O年，普遍认为，十年来报业集团无论从 

规模上、经营上，还是业务上、实力上都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李良荣把报业集团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概括为三个方面：报 

业集团，集而不团；主报优势不够，子报 

失调；收入比较单一。赵曙光提出“十个 
一 流”和 “四个维向”。 

十二、关于新闻教育的研究 

近几年我国高等院校新闻教育规模 

迅速壮大，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何志武提 

出了新闻教育的四大困惑：师资之惑 

一 重学历还是重从业经验；教学之惑 

— — 重规模效益还是重质量效益；实习 

之惑——学校组织还是学生自找出路； 

就业之惑——做新闻记者还是做企业职 

员。严林指出，研究生层次的新闻教育也 

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教育理念落后， 

实践机会较少；教学内容大量重复，课程 

设置相对落后；重视业务传授，忽视思想 

教育。单晓颖认为，要使我国的新闻教育 

紧贴新闻事业的发展需要。具体而言，要 

厘清对于通识教育的认识，树立培养复 

合型人才的目标 要加大资金投入，重点 

加强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以适应新媒 

体及媒体融合发展的需要；要针对媒体 

需求，对学生进行 “订单式”培养，促进 

学生就业。 

除上述成果外，新闻学界和业界还 

就新媒体、媒介素养、危栅传播等问题进 

行了有益探讨，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荣辱观、青藏铁路全线通车等 

重大主题宣传报道进行了理论指导和经 

验总结，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作 

者分别是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中国 

传媒大学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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