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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知识分子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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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舆论知识分子应属人文知识分子之列。因为他们的工作对象是社会，而

不是自然界。但是，他们和一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同，他们从事的是舆论工作，

即新闻工作。他们的职业是编辑、记者、评论员、专栏作家，播音员。 

2000年，全国有杂志8725种，每期平均印数21554万册，总印数高达29.4亿册。有

2007种报纸，平均每期印数17914万份，总印数329.3亿份。另外书刊出版社565

个，出版图书143376种（其中新出版图书84235种），印数为62．7亿册。无线电广

播平均每天播出1934套节目，平均每日播出时间为20317小时，电视播映平均每周

1206套节目计83373小时（《中国统计年鉴》2001，第720页，718页）。这些是舆

论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空间。 

全国有多少舆论知识分子？据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介绍，新闻从业人员，即在

报社、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新闻期刊、新闻研究、新闻教育等单位，从事

采访、编辑、翻译、录音、录像、通讯技术、研究、教学、经营管理、印刷发行、

行政后勤等各类工作人员有55万人。其中直接从事新闻采写、编辑的业务人员占总

人数的五分之一左右，即11 万人左右。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比这个数要大。此外，

报纸、杂志、广播、电视，还邀请新闻界以外的知识分子写文章、做节目。 

新闻工作是神圣的。马克思1850年11月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

中把报刊当作“国家的第三种权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第一

卷，第491页）马克思说的其它两种权力是国家元首和国民议会。在此之前的1843

年初，马克思曾指出，报刊应成为治人者、治于人者之间的“第三个因素”，将报

刊看成超越当权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种制约力量。报刊通过反映和传播社会舆

论，形成一种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对社会发挥强大的制约和影响作用，这种

力量之大，连握有司法、行政大权的统治者也无法抗拒。 

1849年2月7日，马克思在法庭上严正驳斥对《新莱茵报》的控告时说：“报刊就其

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 ......，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

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马克思认为，敢于宣传真理、坚持真理，无论在

什么情况下都毫不动摇、绝不屈服，这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职业

品质。马克思还把在恶势力和金钱面前摇摆不定、以至无原则地妥协的报刊撰稿人

斥之为“最无气节。最软弱、最糊涂的作家”，是一个可怜的两栖动物和两重人格

的人。”马克思对那些在政治上见风使舵、在宣传上左右逢源的报刊厌恶透顶，他

认为这样的报刊“既没有自己的理性，又没有自己的观点，也没的自己的良心”，

它们之所以置职业道德而不顾，就在于它们自愿接受“黄金的链条和官方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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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转引自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编《新闻职业道德》第24页至25页） 

说真话是知识分子的生命，是真假知识分子的试金石。作为舆论知识分子更应该说

真话。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中国古代史家强调“史德”。他们在修史时忠于

史职，忠于史实，坚持善恶必书，书必直言。为了保持史家的操节，有的人不惜殉

之以生命。我国最早的报刊评论家王韬在《论日报渐进于中土》中强调，报人要品

德高尚，记事持论“其居心务期诚正”。近代报刊政论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日

报》中说：“执笔者务期毫无私曲，暗托者则婉谢之，纳贿者则峻拒之，胸中不染

一尘，唯澄观天下之得失是非，自抒伟论。” 

我国的舆论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中功不可没。特别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新闻工

作者在突破禁区、解放思想起了先锋作用。在这以后，他们还不断从舆论上推动改

革向纵深发展。但是，我国舆论知识分子的现状还不能尽如人意。在计划经济体制

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情况下，新闻工作跟不上时代的诉求。新闻改革是政治体制

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改革滞后，新闻改革必然滞后。 

在８０年代中期，我曾撰文指出，新闻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新闻事业和政治

权力的关系。当时我把新闻业和政治权力的关系分为三种模式：刚性联系，柔性联

系，相对独立。在新闻改革以前是刚性联系。对刚性模式下的新闻事业我作了如下

描述： 

●

❍ “在刚性模式中，新闻直接代表政治权力说话，新闻是政治权力的附属

物。政治权力的意志就是新闻的意志。在这种模式中，记者行为、受众

行为，都受至政治权力的控制，新闻的社会效果也受到扭曲。在刚性模

式中，记者（包括编辑）的行为有以下特征： 

（一）紧跟。记者的工作成绩取决于能否紧跟政治权力。权力的意志就

是记者的意志。同一件事情，权力今天说好，记者跟着说好，权力明天

说坏，记者就跟着说坏。记者很大部分精力用于揣摩权力的意图，并琢

磨如何紧跟这一意图。 

（二）近视。记者的视力、思维和劳动投入一般局限在权力机构眼前重

视的范围之内。记者的眼光不能超越权力的眼光，记者的思路不能突破

权力的思路。 

（三）官员化。由于新闻机构是官方机构，报纸的言论常常代表权力机

构的言论，往往造成记者的官员化和特权化。而记者一旦官员化，记者

应有的素质就丧失殆尽。 

在刚性模式下，受众对新闻的接受行为也受到扭曲。他们把报纸当作权

力的声音，“报纸是不见面的司令员”（林彪语）就是一种典型的说

法。 

在刚性模式中，新闻内容常常出现以下问题： 

（一）舆论一律。和政治权力不一致的文章不能发表，只有一种舆论。

报纸上只有一种声音，政治权力犯错误时社会上不乏有识之士，但报纸

上没有正确意见的一丝声息。 

（二）客观性和真实性得不到保证。如果新闻事业成了权力的恭顺婢



女，则新闻无客观可言，也无真实可言。在刚性模式中，对政治权力支

持的事物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对政治权力反对的事物只能说坏，不能

说好。新闻报道中编造事实的极少，但是，为了迎合权力的意图，以点

代面，以偏概全的情况比较多。如果政局发生变动，报纸上必定宣传安

定团结；如果生产下降，报纸上必定宣传生产上升的典型。所以，一些

有心的读者从中找出一个规律：报纸必须从反面看。 

（三）一阵风。政治权力一旦有什么意图，所有的新闻单位都一哄而

上，造一样的舆论，唱一样的调子。政治权力的意图变了，新闻又跟着

刮起另一股风。 

（四）信息量小，真正的新闻不多。在刚性模式中，新闻价值的大小是

由该条新闻所反映的权力层次的高低和距离权力中心的远近来确定的。

由于权力的干预，很多真正的新闻不能发布。” 

显然，这样的新闻事业对社会不会有什么好作用。所以，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新

闻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将“刚性联系”改为“柔性联系”。新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

新闻和政治权力采取相对独立的模式。“在相对独立的模式下，记者可以自由地评

论政治，批评政策，分析时局，法律是言论自由的唯一界定”。但是，即使在那个

时候，舆论也应是“多层次的多元模式”，即新闻媒体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创办

背景，不同的读者群。既有党报，又有非党报；既有中央报刊，又有地方报刊；既

有大多数人关心的报刊，也有小部分人关心的报刊；既有官方报刊，也有半官方和

民间报刊。（杨继绳：《试论新闻和政治权力的关系》，载《新闻记者》1988年第

3 期） 

改革开放以20年以后，中国舆论知识分子的状况发生了明显变化。文革中盛行一时

的“事实为政治服务”的作法遭到唾弃。尊重事实的多了，弄虚作假的少了。主观

武断的少了，客观报道的多了。舆论监督加强了。出现了一批鞭挞邪恶、揭露腐

败、抨击时弊的新闻作品。涌现了一批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记者。很多记者在采

访中敢冒风险，甚至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一些记者为新闻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多数记者改变了文革时以“紧跟”、“看风”为主的工作方式，能够独立思

考、积极进取地从事新闻事业，记者的责任心、事业心加强了。但是，我上面说的

刚性模式条件下的舆论情况，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进入90年代以后，国家在舆论管理上有一个变化，这就是对执政党的喉吞严加管

理，对其它报刊管理稍有放松。对学术性的、娱乐性的、服务性的报刊，只要不明

显违犯中央精神，不加过问。由于这类报刊颇受欢迎，经济效益可观，一些党报也

开辟第二阵地。如作为党报的《南方日报》办起了《南方周末》，中宣部直接管理

的《光明日报》也办起了《生活周刊》和《文摘报》。这些非党直属报刊和党报的

第二阵地，虽然不违犯四项基本原则，但传播了大量的非官方的声音。这类报刊很

少有空话、套话、官话，还能大胆地反映群众的呼声。几十年的“舆论一律”开始

打破。一批自由撰稿人脱颖而出。自由撰稿人当中不少是以真正的舆论知识分子姿

态工作。 

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出现了商人办报。商人办报以盈利为目的。报社就是企业。报人

不过问敏感的政治问题。如《精品购物指南》提出“不引导，不媚俗，服务”的方

针。不引导就是不引导舆论，不谈政治。严格说来，这种报纸的编辑记者不应是舆

论知识分子。他们像工厂是的工程技术人员一样，只为企业创造经济收入。这样的

报纸自称不问政治，是在中国当前不让报纸随便评论政治的条件下的一种应变态

度。他们先争取读者，占领市场。一旦社会政治条件成熟，也许他们还是要谈政治

 



的。那时他们的编辑记者才真正是舆论知识分子。 

必须指出的是，在腐败现象日益蔓延的今天，新闻界也出现了腐败。1997年，我以

《论新闻腐败》为题，分析了这一现象（杨继绳：《论新闻腐败》，载《新闻记

者》1997 年第4 期）。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可以归结为以权谋私。新闻界的腐败是

以稿谋私。一些权威新闻单位，还以“牌子”谋私，即打着这块“金字招牌”去为

小单位“创收”。稿子也好，牌子也好，都可以借它产生公众效应，可以产生社会

影响。所以，新闻腐败的特点是以公众效应谋私，也就是以社会影响谋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众效应、社会影响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物质财富。一个企业花

数千万元做广告，就是为了取得公众效应。有了良好的公众效应，就可以得到市

场，财源就滚滚而来。而由权威新闻单位就某企业发布的新闻稿件，要比自吹自擂

的广告的公众效应要好得多。从企业角度来说，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花钱发稿子。

一块版面的广告一般都在10万元以上，而和记者私下交易发一版稿子，花的钱就少

多了。 

企业从记者的稿中得到社会影响，并从社会影响中得到巨额财富以后，将其中一部

分分给新闻单位和记者个人。这样，企业、新闻单位和记者个人都得到了好处。 

谁受损失了呢？是新闻单位的权威和形象。新闻单位的权威和形象是无形的财富，

这一财富归谁所有？不是总编辑的，不是记者的。对党报来说，这一无形的财富是

国家的，是党的。可以套一句用经济术语，这是“国有资产”。像国有企业的国有

资产流失一样，国家新闻单位的宝贵的“国有资产”也在不断地腐蚀，不断地转化

为某些个人口袋里财富。和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不同的是，企业的资产流

失净了，企业就垮了，而新闻单位的“国有资产”流失净了，也就是报纸的形象彻

底坏了，它还要天天发稿，它还要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和公众效应。  

新闻媒体是怎样沦为金钱的奴隶呢？方式很多。一是收取新闻的刊播费用，即新闻

单位和企业事先定好协议，新闻单位向要刊播新闻的企业提供有偿“服务”，企业

向新闻单位支付多少报酬。所谓“服务”就是按照企业的要求，在什么时候发出什

么内容的稿件。二是出卖版面，即整版明码标价，刊出吹捧企业的稿件。三是企业

和记者私下交易，记者发稿，企业向记者支付高额酬金。记者拿到钱后，拿出一部

分“打点”有发稿权的编辑。前两种情况是公开的，收益归新闻单位集体所有，后

一种是“黑箱子”交易，收益归个人所有。前两种国家已经明令禁止，但还有各种

变相形式。后一种目前有泛滥之势。在一些采编合一的报纸，记者自已写稿，自已

发稿，其中漏洞很多。一些包给个人的专版和电视栏目，最容易进行私下交易。 

  当然，有些交易并不都是一手发稿，一手交钱，而是发稿人和被宣传单位建立

长期协作关系，只要发了稿子，好处总会有的。即使不给明显的经济补偿，日后总

有用得着人家的时候。所以，现在有的报纸“关系稿”特别多。这样的报纸，其客

观公正也就要打折扣，更谈不上报纸的质量了。这是“国有资产”流失、腐蚀最常

见的情形。 

新闻腐败是怎样产生的呢？一是道德制衡弱化。改革前把报纸片面地当作无产阶级

专政的工具，阶级斗争的工具，把“客观公正”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来批判，用主

观的价值判断来扼杀对事件的客观报道，用虚幻的“总体真实”来否定具体真实，

用抽象的“本质真实”来否定看得见的现实真实。文革期间，新闻媒体又扮演了可

悲、可恨的角色。人们走出文革的阴影以后，像从暗室走到阳光底下，眼睛看不到

东西了，连报纸“开启民智，抨击时弊，导向国民”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也丢了。新

闻工作失去了神圣的光环，新闻工作者失去了职业的自豪。在市场经济还不规范的



情况下，发财的诱惑，使一个又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脖子上被套上了“黄金的链

条”，他们以稿谋私，把新闻单位的无形资产偷偷地变成了自己口袋里的金钱。 

新闻腐败的深层原因是管理体制。现在，为党和国家说话的报纸，国家并没有给足

经费，而是让报社自已去“创收”，要自负盈亏，作为一个新闻单位的负责人，他

面对最大的压力是经费问题。所以，他不得不把“创收”放到头等重要的位置。新

闻单位的奖金高低和“创收”多少挂钩。“创收”越多，单位职工得到的好处越

多，编辑、记者也就把“创收”放到重要位置。虽然上面强调“创收”和新闻业务

要分开，但真正分开的单位不多。新闻单位没有什么创收手段，要自负盈亏，也就

顾不得那么多了，而利用版面创收又最方便。有的经费十分困难的新闻单位不得不

鼓励记者去向企业要钱。为了提高要钱的积极性，要来的钱，个人可以拿到20－

30％甚至比例更高的回扣。  

我不是主张所有的新闻单位都依靠国家供给经费。但是，党和国家直接掌握的新闻

单位，不要让它去“创收”。“皇家”的喉舌必须“吃皇粮”。其实，党和政府直

属的新闻单位处于垄断地位，其广告收入是很可观的，多数单位可以抵上自己的开

支，不少单位还有巨额利润（例如，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收入1997年为38亿元，1998

年42亿元，1999年计划45亿元）。即使是这样，也应当收支两条线，不能搞收支挂

钩，更不能搞利润承包。  

对多数新闻单位，可以让它靠广告来养活自己。这些非官方报纸要生存，就得有广

告；要有广告，就得有发行量；要有发行量，就得有客观公正的好形象。形象很坏

的报纸，公众不承认它，是不能生存下去的。报纸的竞争，关键是报道质量的竞

争。报道质量又取决于新闻道德、新闻作风和业务水平，所以，从根本上说，报纸

的竞争是新闻道德、新闻作风和业务水平的竞争。 

要做到平等竞争，就得公布报纸的发行量（对电视而言就是收视率）。广告的效果

和报纸的发行量是直接相关的。报纸的发行量越大，广告的效果就越好。现在广告

客户不知道报纸的发行量，那些发行量很小的报纸，雇一批广告员，以50％的回扣

揽广告。企业都有一笔广告费开支，这笔开支掌握在企业某人手中，这个掌握广告

费的人就是大批广告员的“公关”对象。广告员私下和他谈条件，这条件就是回扣

比例（报社给广告员回扣，广告员拿出其中一部分给企业广告部门回扣）。企业里

掌握广告费的人常常不从广告效果出发，而是谁的回扣比例高，广告就给谁，这中

间有大量的“黑箱子”交易，也是新闻腐败的一个方面。如果所有的报纸的发行量

都是公开的，“黑盒子”交易变成公开交易，就有利于报纸平等竞争，有些国家在

报纸一角印出当天本报开印份数，这个做法可以借鉴。  

新闻腐败最本质的表现是不说真话、不讲真理，失去了新闻媒体客观公正的基本属

性。不客观公正有两个原因：一是强权的压制；二是金钱的收买。现在中国新闻界

是一仆二主：既是权力的奴隶，又是金钱的奴隶。在一仆二主状态下的舆论知识分

子非常尴尬，他们既要听命于权力，又要讨好“财神”，在两位主人的夹缝中生

存，哪里会有独立的人格？怎么能使新闻事业神圣起来？所以，近年来，记者职业

的社会声望大大下降，在有的职业声望调查中，被调查者在记者这一栏中填写“胡

说八道”四个字。 

舆论界要走出“一仆二主”的困境，一是要改变“舆论一律”年代留下的舆论管理

体制和管理方式。经济体制改革使利益主体多元化了，各种利益主体的声音都要表

现出来，所以舆论也应是多元的。这多元舆论是由多元舆论主体来实现的。党报就

得严格传达党的声音，党就得给足经费。政报就是政府的喉舌，就得由政府出钱。

其广告收入不能坐收坐支。而反映民间的声音的舆论工具，就得面向社会，在市场



上取得社会的承认，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当然，各种不同的声音都不能超越

法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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