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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了中国传媒近年在职业道德和工作规范方面缺失的14种表现，其中有一些

由于普遍存在，而没有被传媒人意识到属于违规行为。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有些属于从业者

的职业道德问题，有些则涉及传媒内部的体制。作者认为，进行新闻专业主义的教育，使记者

内化自己的职业角色，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长远之计。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是从业人员对其自身

的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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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自律 职业道德  

2003年10月，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和全国记协联合向全国新闻传媒界发

出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通知，将“三个代表”的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与

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学习，列为同等重要的事情。显然，弘扬传媒的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

已经成为当前传媒界赢得公众普遍信任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传媒人职业意识缺失的问题不容乐观。即使在传媒业历史悠久的上海，2002年对报纸、电

视、广播从业人员的调查表明，在一些关涉职业道德的问题上，与1997年调查时表现出的新闻

道德方面的认识偏差几乎一样，五年来正确的认识依然没有确立。例如，对于“为自己的版面

或节目联系赞助”、“被采访单位或个人的招待用餐”等问题的“同意度指数”，仍在3-4之

间（3为说不清，5为绝对接受，1为绝对不接受），持中立偏于接受的立场。对于现状的认

识，均以3-4之间的“同意度指数”予以表达：可以接受被采访单位或个人的招待用餐3.89(97

年为3.92)；可以接受新闻来源单位赠送的礼品3.55(97年为3.56)；可以接受新闻来源的免费

旅游3.43(97年为3.08)；可以接受被采访单位的现金馈赠3.3(97年为3.09)。研究报告进一步

指出：“在我们后续补充的深度访谈中，部分受访者认为，近几年‘有偿新闻’之风一方面确

有所好转，另一方面‘有偿’的方式却比几年前多样，如‘免费旅游’较五年前为盛，涉及的

金额也大大提高，这种现实会造成从业者在职业道德上的‘负疚感’减轻，因此表现在对这一

类问题的看法上，认同度略有升高并不奇怪。”报告的结论是：“我们十分遗憾地看到，在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出台十年后，新闻从业者在道德观念和道德自律方面，仍然

存在相当模糊的认识。”[1] 

如果一个人、一个行业缺乏基本的行为自律意识，这个人或这个行业便无法得到别人和社会的

信任，难以立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记者作为一种社会职业，传媒业作为一种行业，如果没

有基本的职业精神和工作规范，无法正常发挥传媒的社会职责；而社会也将失去公众与权力组

织的联系纽带，社会自组织系统的缺失将给社会的稳定带来隐患。而现在，传媒和记者的职业

精神和工作规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其公信力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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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职业精神与工作规范缺失的若干表现 

2003年山西繁峙矿难报道中发生记者受贿的事件，引发了社会对我国传媒职业道德和工作规范

的关注。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一位新华社的高级记者指出：“传媒界把‘加强行业自

律、强调职业道德、刹住不正之风’局限于集中对有偿新闻进行专项治理，这当然是完全必要

的，但就记者队伍的建设而言还远远不够。应该看到，当前损害媒体和记者声誉的，不仅是有

偿新闻，还包括职业理念、职业态度、职业纪律和职业责任方面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2]

如果概括一下现在传媒在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方面的问题，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一、传媒的编辑部门与广告、发行或经营部门混岗现象较为普遍。从中央传媒到地方传媒，都

存在要求记者拉广告、分摊征订任务的问题，而且作为基本工作之一，必须完成，否则会受到

经济处罚。特别是拉广告，丰厚的回扣对于记者的诱惑力很大，于是记者的正面采访就可能变

成一种发稿权与广告的交换，这种制度上的要求将使新闻价值和政治宣传价值，受到利益的诱

惑而扭曲。 

二、广告与新闻栏目（节目）或其他节目混淆（现在的通行概念是“有偿新闻”）同样较为普

遍。有的将明显的广告标以“企业家风采”、“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调查”、“某某访

谈”等名称；有的整版新闻或整个节目，其实是变相的广告。其中有些是记者编辑利用手中的

发稿权与企业进行的“权钱交易”，有些则是传媒单位出面“权钱交易”。用“有偿新闻”的

概念来描述这种现象是一种误导，新闻从采写到编排是需要生产费用的（即“有偿”），而

“权钱交易”恰恰违背了商品交换的基本原则，交换的不是劳动产品，交换者地位不平等，也

不是等价交换。 

三、传媒的栏目或节目与企业合办（有的以“某某杯”奖励的名义）的现象相当普遍。这种现

象一般不被认为违反传媒职业道德或规范，恰恰说明我们现在职业精神的缺失。传媒负有监测

社会的职能，这样的“合办”即意味着这个栏目或节目（也可能整个媒体）自动放弃对该企业

的监督权利。 

四、受贿无闻。这种现象最近几年开始呈上升趋势，即在一些恶性事故或其他不利于既得利益

者的较大事件中，为了封住记者的嘴而收买采访记者使其默不作声。繁峙矿难中的某些记者便

是这类问题的典型。 

五、假新闻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最近两年《新闻记者》杂志连续发布全国“十大假新闻”，

并进行了分析。这里既有职业道德的原因（利益驱动），也有职业工作规范的问题，从一个侧

面反映了激烈的传媒业竞争下人心的浮躁，职业精神尚没有在从业人员的心底扎根。 

六、“媒介事件”频繁。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性“公关”十分活跃，从企业到党政机关，都意

识到自身形象的重要性，于是为了能够通过传媒“露脸”，想方设法制造其实并无多大新闻价

值的人为“事实”，吸引媒体报道。这种“新闻陷阱”，传媒不予抵制即属于违背职业规范。

另一类“媒介事件”是传媒自己策划的，天下本无事，新闻策划之。这种策划通常以党和国家

正面的口号、美好的追求作为切入口，似乎很高尚，其实超越了传媒自身的社会职能，目的是

通过大肆报道而提高传媒的威望。无论哪种类型的“媒介事件”，它们占据了相当大的传媒版

面或时间，遮蔽了人们了解真实世界的视野。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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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相当多的记者视为常态。特别是免费看节目看比赛

和由被采访单位报销费用，甚至一些传媒的领导者也不认为有悖职业规范。其实，这样的做法

与合办栏目或节目的结果是一样的：传媒自然得放弃对出钱一方的批评权。 

八、侵犯公民的各种隐私权。这种现象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作为问题提出，因而得到重视，但

是对于一些新参加传媒工作的人员来说，利益的驱动和单纯“职业主义”的追求仍然不断地产



生着新的侵权案例。由于过去“典型报道”的传统，不少被报道的典型人物尚没有意识到自己

的某些隐私权被侵犯。 

九、“媒介审判”较为普遍。这是一个涉及传媒与司法关系的新闻职业规范问题。一些记者或

传媒缺乏法律知识，出于对犯罪嫌疑人的愤怒或商业炒作的目的，在报道中对正在审理的案件

进行所谓“媒介审判”，无形中传播了不少非法律的观念，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为主题的

新闻稿，到以“哪有造假者告打假者”为主题的电视新闻节目，不一而足。 

十、偷拍偷录成风。鉴于太多的社会不良现象，从假冒伪劣商品到其他各种违法犯罪行为，许

多记者把使用偷拍偷录的设备视为采访的“秘密武器”。违法者面对偷拍偷录所展现的违法行

为画面和自己的谎言，那种尴尬给受众以快感，解了对违法者之恨，也满足了一种集体偷窥

欲。现在打开电视，每天都可以看到和听到各种偷拍偷录的音像。我国的法律规定，只有公安

和安全人员经过批准才可以使用这类设备，因而记者的偷拍偷录不受法律保护，即使揭露的是

坏人坏事。在被采访者不配合的情况下使用合法的手段采访到需要的新闻，这正是对记者专业

技术的检验。 

十一、拒绝更正与答辩。传媒每日每时在出版和播出，新闻的真实性表现为一个报道过程，出

现差错是难免的，但是现在多数传媒对于出现的差错，除非受到上级党政部门或法庭判决的压

力，一般不予更正或不允许当事人答辩。现在已有少数传媒开始建立更正与答辩制度，这是我

国传媒业走向职业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十二、炒作明星绯闻和犯罪新闻。传媒不同于一般的企业，新闻报道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过

度炒作明星绯闻和犯罪新闻的细节，本身即有悖基本的职业精神。 

十三、无人性的冷漠新闻。记者应当通过新闻报道体现社会良知和人性，但是在传媒利益的驱

动下，一些记者变成了单纯猎取异常事实的猎手，而不再具有人性和良知。发生悲惨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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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虚假广告和低俗广告。我国广告的主要载体是大众传媒，不遵守广告法的有关规定而发

布虚假广告，这种现象较为普遍，在这里，利益驱动显然在起作用。另外，明显的不文明的广

告内容，特别是歧视和侵犯妇女的广告内容，已经引起了社会的谴责和有关方面的制止。而较

为隐晦的非道德的广告内容，则需要通过提升广告人内在的职业意识来解决。 

以上谈到的涉及传媒职业道德和工作规范的各种表现，有些已经有了共识，例如不能侵犯公民

的隐私权、不能受贿、不能无中生有地编造假新闻等等，更正与答辩的意识现在也开始萌芽。

但是另一些现象，从编辑部门与经营部门的混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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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司空见惯的偷拍偷录现象，由于普遍存在而没有意识

到违背了国际公认的传媒职业规范，需要给予透彻的法律和职业道德的阐释。 

传媒职业精神和工作规范缺失的现实原因 

建国以来，我们的传媒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主要被视为党政机关的一个部门，基本上不是一种

独立的社会行业。由于这个原因，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以后，我国的传媒虽然进

入了市场，但对形成必要的职业精神和职业工作规范，思想准备不足，对于传媒业的基本职业

规范，不甚了解，因而实践中发生了许多涉及职业操守的问题。这是我国传媒存在较多的职业

道德问题的大背景。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我们走了不少弯路，现在确实到了从摸索走向自觉

的时候了。 

就体制方面的问题而言，现在我们传媒的舆论监督带有党政权力的延伸和补充的性质，记者的

采访“权利”含有一定的“权力”，例如各级权力机构组织的各种检查、评比活动的文件，均

 



明文规定传媒要如何配合。传媒的职业权利与这种党政权力的混同，使得它容易成为违法乱纪

者重点行贿的对象。传媒从业者自身若缺乏基本的职业精神，传媒内部缺少监督机制，手中的

这种“权力”有可能被用于谋私利。 

传媒从单纯的党政机关的一个部门，转变为同时也是一个个具体的利益单元，这样就有了维护

和扩张自身利益的驱动力。市场机制引发了利益、生存、发展之争，引发记者行为的多种选

择，外部的诱惑越来越多，追求传媒自身利益和记者个人利益的动力也越来越大，这是造成职

业精神淡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传媒从业人员的急遽扩张和流动性加大（一些大众报纸人员的年流动率达到25%）、社会的浮

躁氛围，使得职业教育难以作为经常项目来运作，而追求实际利益却在每日每时发生着。 

基于以上的现状和观念认识，我国传媒的职业精神和工作规范的教育，显然是一项长远而艰巨

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类似繁峙矿难中记者受贿的严重问题，而这个问

题正如许多文章所说，涉及传媒的一些制度要求。一篇关于这次矿难中山西记者受贿的报道写

道：“一些报社的做法是记者仍然要承担广告和发行任务，……演变到最后，驻站记者的主要

任务变成了拉广告，写稿成了次要的任务。‘在了解了山西报业和记者之后，你就会明白记者

受贿不是简单的职业道德的问题。’山西报业一位资深人士说。”[3] 2002年上海关于传媒伦

理的调查报告也谈到这个问题，指出：“受访者认为，有偿新闻禁而不止，并非单纯的从业者

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问题，其中关系到新闻媒介运作机制的深层次原因，是无法回避的。”

[4]因此，坚决将编辑部门与经营部门的职能分开，是防止发生记者受贿事件的第一步。 

上面谈到的各种违规现象，半数以上表现为传媒或记者的职业角色与利益的冲突，即作为社会

公器的角色与作为市场竞争主体角色之间的冲突。例如电视台遇到的责任与利益的冲突便是如

此。几位美国传媒伦理学者写道：“当人们争论电视台对儿童的责任时，许多分歧都是有关电

视台的利益以及电视台可以免费提供多少高质量的免费节目而不至于破产。”[5]在生存焦虑

的驱动下，传媒或记者有可能淡化职业责任感（包括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单纯

追求利益。如果缺乏基本的职业精神，遇到新情况，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的决断往往反映的便

是当事人的逐利本能。就此，这几位学者指出：“从事媒介这种职业要求很高，这一行业中充

满了模棱两可的情景和相互冲突的效忠对象。从事新闻的人必须迅速地做出决定，没有多少仔

细考虑的时间。”[6]在这里，记者的职业精神显得非常关键。 

健全有效的传媒内部自律机制，内化记者的职业角色 

传媒的记者编辑是一种社会行业，如果将现在我国记者的职业意识同教师、医护的职业意识相

比，由于历史的原因，前者还是较为欠缺的；而教师则在远古时期就存在，医护行业也早在19

世纪中叶，就由南丁格尔确立了国际公认的职业意识和工作规范。现在我国的传媒仍然负有宣

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但在经营上被视为文化企业，于是形成新闻专业主义意识的要求便提

上了日程。 

传媒的职业精神，在学术上即“新闻专业主义”，其内涵不同于政治权力对传媒的要求，也不

同于市场经济行为对传媒的要求，而是一种服务行业的专业化意识、一系列职业规范，以及评

判标准。它包括专业知识的积累、获取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训练、专业资格的认可、彰显专业精

神的范例，以及专业内部的自律。2002年揭露广西南丹矿难的记者群体，可以说是中国传媒业

界彰显专业精神的范例，他们意识到了记者的使命和社会责任，并将它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而

2003年山西繁峙矿难事件中的一些“受贿无闻”的记者，则是丧失基本的记者职业意识的典型

案例。 

鉴于我国传媒职能从单一转向多样化，对于直接附属于党政机关的传媒记者而言，认识到自己

拥有的采访权和报道权是一种“权利”而非“权力”，是确立自己职业意识的第一步。你的工

作服务于公民的言论出版的权利，因而才拥有了记者的工作权利，你的权利归根到底是人民赋



予的。对于直接服务于大众的传媒记者而言，谨防商业主义对新闻业的侵蚀，是树立职业意识

首先要克服的障碍。 

  眼下较为紧迫的，记者首先要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里，需要有基本的职业价值的底线。由于

诱惑太多，一些记者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想干什么，缺少思想。其次，确立传播是“分

享”的信念，不仅满足传播者的需要，更要满足受众的需要，尤其不能牺牲受众一方的利益来

满足另一方。第三，要把握记者在社会中的角色，传媒的责任是观望者、监测者，而非参与

者，切记不要把记者的“权利”变成“权力”。 

当我们谈到记者的专业主义的时候，现在较多地想到的是设立诸多明确的规范（自律）和如何

保证这些规范的执行，落实到确切的奖惩上。这些是当前必须的，也有些无奈，因为问题似乎

太多而得不到解决。但是从长远看，一种行业的专业化程度较低，其职业行为才需要更多的由

外部控制而非来自内部的压力。而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它的职业角色通过职业理念和精神

的内化而形成，从而每个个体能够在从业的过程中自觉担当社会道义和服务公众的责任。 

我们的社会对记者们寄予的希望比任何国家都大，因而记者的形象、记者是否意识到自己的职

责，自觉遵循而不是由外在力量控制自己的职业行为，就成为社会瞩目的事情。一般说来，对

于传媒职业道德和工作规范的控制有三种模式：受众控制、第三方控制、同行控制。新闻专业

主义的核心是从业人员对其自身的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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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马克

思）[7]这个道理，传媒业界应当深思。进行新闻专业主义的教育，使记者内化自己的职业角

色，才是长远之计。内化职业角色的底线，就如一位传媒伦理研究所说：“所有新闻工作者都

必须认识到，赠品不是礼品。它们是投向新闻决策的糖衣炮弹。职业新闻工作协会的伦理规则

将这一点陈述得很清楚：‘新闻工作者应当拒绝接受赠品、恩惠、酬金、免费旅行和优待，避

免兼职、担任政治职务和公职，此外，如果有损新闻诚信，新闻工作者也应当避免为社区团体

服务。’拒绝赠品是帮助这一职业重获尊重的小小代价，而此行业必不可少的就是尊重。”

[8]

就关涉传媒职业道德和工作规范的现行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而言，这方面已经相当全面，对

绝大多数传媒业的违法和违规行为都有明确的禁止性要求。另外，自1991年起就由全国记协制

定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现在缺少的是执行和监督机制。如果通过社会他人来

执法和监督，成本大到不可能。一个健全而有效的自律机制，不能仅仅停留在字面上，需要传

媒自身配置一套实施细则和监督措施。现在少数传媒在内部已经有专门的部门负责按内部自律

检查工作，接受并处理群众举报。但是，多数传媒还没有健全这样的机制，我国传媒的职业化

进程，仍需要时日。 

引文： 

[1]陆晔/俞卫东《传媒人的传媒观与伦理观》，《新闻记者》2003年4期。 

[2]吴复民《记者的职业需求与人的公共道德》，《新闻记者》2003年3期。 

[3]鲍小东《记者受贿：不是简单的职业道德问题》，《南方都市报》2003年11月8日。 

[4]同[1]。 

[5]克里斯蒂安等《媒体伦理学》第9页，华夏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 

[6]同上，第8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1卷11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史密斯《新闻道德评价》第458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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