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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文介绍了新闻自律的的提出，同时列举并分析了当前新闻传媒界存在主要的乱

象，由此推论新闻自律的必要性，结尾详述了新闻工作者应谨守的专业素养，并指明自律是自

由的保障，只有新闻工作者进行自律，才能实现新闻自由的夙愿。 

在当下传媒业迅猛发展和传媒权利日益增强的社会中，传媒行为对社会生活的干预程序和范围

越来越深入和广泛，传媒人员若滥用传媒权利，必会因损害他人权益而引发诸多矛盾和冲突。

因此，新闻工作者在采访报道过程中除应遵循各种法律制度外，也不应忽视自律的问题。特别

是近年来新闻界造假新闻、有偿新闻等乱象层出不穷，新闻自律更显其必要性。 

一、新闻自律的提出 

新闻自律（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ｓ Ｓｅｌｆ－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是新闻工作者及

新闻媒介机构对所从事的信息传播活动进行自我限制或自我约束的一种行为。它与新闻工作者

的专业素养密切相关。 

早在19世纪，媒体的自律就已出现。１８６８年，查尔斯•丹那接办《纽约太阳报》后，即提出

该报从业人员应具备的专业行为准则，例如新闻与广告分开，不许用谩骂讥笑的文字发表言

论，未经采访对象同意不得发表其访问稿，转载各种材料须注明出处等。这些准则被认为是世

界上最早对新闻工作者提出自我约束要求的“报人守则”。 

１９０８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创办人沃尔特•威廉（Ｗａｌｔｅ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主持制定的《记者守则》，首次系统地提出了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其基本内容是：新闻是

一种专门职业；一份大众的报纸应为大众所信赖，如果没有完全做到为大众服务，就辜负了这

种信赖；清晰的思考与清楚的表达，正确与公平，是良好新闻事业的基础；报人应只写他所深

信是真实的事情；如果不是为了社会公益，就没有理由为禁载新闻辩护；作为一个报人，凡是

人家不愿谈的，就不应把它写出来；广告、新闻与社论，均应为读者的最大利益服务，它们应

有一个真实与廉洁的标准；最成功以及最能取得成功的新闻事业，必须敬畏上帝和尊重人类，

坚持超然地位，不为成见和权、利的贪欲所动。该守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新闻伦理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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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文件。后来，它被译成５０多种语言，并为世界报业学会所采用。［1］ 

二战后，西方各国新闻界普遍实行并逐步完善了新闻自律。哈钦斯委员会的研究总报告——

《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强调，“新闻媒体拥有政府赋予之特权，但同时也肩负社会责任，这

也是所谓媒体‘社会责任论’的由来。……报业必须针对每日发生的事件提供忠实、完整、理

性的报导，并且在社会脉络中赋予它意义。……媒体也必须是公共论坛，必须无偏见地呈现社

会各族群之形象。” 在“哈钦斯报告”问世之后，美国与英国许多新闻组织都先后制定了相

关的专业规范（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ｄｅ），强调媒体服务公众的理念。 

总的来说，新闻自律是新闻事业高度发达、实现大众化传播并与社会各界发生更密切关系后的

必然产物。 

二、新闻界乱象的主要表现 

近年来，新闻传媒界乱迹重重，大多是由于新闻工作者没有很好地坚持自己的专业操守、自律

不力所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假新闻。虽然假新闻一直都不曾匿迹，但对新闻真实性的破坏，在科技愈加发达的今天

却更为泛滥。在２００２年韩日世界杯期间，有不少新闻被贴上“假新闻”的标签： 

１． 莫雷诺“被抢击身亡”——国际互联网 

２． 菲戈“主动求和”——韩国《汉城体育》 

３． 国际足联裁卷入“裁判阴谋”——欧洲媒体，以意大利媒体为主 

４． 埃里克森将“重返拉齐奥”——意大利罗马足球圈 

５． 万乔普“服兴奋剂”——某位极具“幽默感”的中国记 

６． 佩鲁贾“抛弃安贞焕”——佩鲁贾俱乐部主席老高奇 

７． 米卢将“赴俄罗斯执教”——俄罗斯相关媒体 

８． 贝克汉姆将改换“新发型”——日本媒体 

９． 巴西队“放水”哥斯达黎加——欧美媒体间传言 

１０． 英国“足球流氓”进入比赛城市——日本相关媒体［2］ 

中国新闻核心期刊之一《新闻记者》为抨击这种行为，从2001年起每年评选出十大假新闻，并

特设“客里空最假新闻奖”，颁发给历年的十大假新闻中，由专家学者投票评选出的年度“最

假新闻”。按造假时间的先后秩序，“2003年十大假新闻”为： 

1. 借尸还魂奖——比尔•盖茨遇刺 2003年3月29日 中国日报网站 

2. 扑朔迷离奖——卡梅隆决定执导《9•11生死婚礼》 2003年1月26日《北京青年报》 

3. 添油加醋奖——“小”百万富翁抱得美人归 2003年5月12日《华西都市报》重庆版 

4. 胆大妄为奖——警察鸣枪八次镇住百人群殴 2003年5月22日《东方家庭报》 

5. 胡编乱造奖——施拉格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姑爷 2003年5月26日《球报》 

6. 子虚乌有奖——百万美金义还失主 2003年6月1日《江南时报》 

7. 信口雌黄奖——中央督察组上海明察暗访84%项目有违规之嫌 2003年8月25日《中国经营

报》 

8. 无中生有奖——《背影》落选新教材 2003年9月11日《武汉晨报》 

9. 捕风捉影奖——曾参与“神五”设计的中科院院士周鼎新海口遇害香港 2003年10月25日

《文汇报》 

10. 杞人忧天奖——“中国印”设计专利被抢注 2003年11月29日《南方都市报》［3］ 

其中《比尔•盖茨遇刺》荣获“2003年度客里空最假新闻奖”，颁发“长鼻子两面人”奖杯一

尊，奖状一个，以及一张“客里空”银行的支票。 

而新近发生的造成极大轰动的当属纽约时报的假新闻事件了。 



《纽约时报》“假新闻”事件 

创刊已１５２年的美国《纽约时报》一向被尊为全球最值得信赖的媒体之一。2003年5月11日

该报刊登了一篇长达7500字的文章“自曝家丑”，称据报社内部调查，现年27岁的黑人记者杰

森•布莱尔（Ｊａｙｓｏｎ Ｂｌａｉｒ），在过去三年多为该报撰写的６００多篇报道中，大

半属捏造或抄袭之作。 

布莱尔曾就读于美国马里兰大学，但未拿到毕业证书。1998年，他进入《纽约时报》实习，翌

年成为该报记者。从2002年10月底至2003年5月1日，布莱尔为《纽约时报》报道国内新闻。 

2003年4月底，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快报》向时报举报，称布莱尔在4月26日《纽约时报》

上的一篇报道与他们一周前刊出的文章存在大量雷同事实。时报立即警觉起来，抽调人员对报

道展开调查后发现，虽然布莱尔在文章中称来自美国各地的报道，但事实上，他几乎从未离开

过纽约布鲁克林区，而是通过在手机和电脑上造假，并提供虚假的差旅消费凭证来骗过上司

的。 

丑闻“曝光“后，时报动员五名记者和两名查证员完成这项“自清行动”，还要求读者揭发布

莱尔过去所撰报道中其它不符事实之处。据调查，他在任职期间，不仅多次剽窃其他记者的文

章，杜撰报道，而且谎报发稿地。73篇报道中居然有36篇存在作假和抄袭等问题！时报将布莱

尔存在作假、剽窃等问题的文章一一列举，并有选择性地对其中几篇作了分析。该报最后还刊

登了致读者的道歉信。 

《纽约时报》为这一事件所做的补救是昂贵的。但大错已然铸成，名誉受损的不仅仅是《纽约

时报》，而且是世界上所有的报纸。受众会在心里揣度：连《纽约时报》这样一份举足轻重的

报纸都会造假，那么还有什么报纸不会造假？我们还能相信怎样的新闻报道？ 

如此看来，新闻的造假不再是个别媒体或个别记者的问题，它已经泛滥到整个大众传媒界。这

些新闻从业人员将专业要求踩在脚下，也不再视新闻报道的真实客观为必须谨遵的不可违逆的

信条。 

第二类是有偿新闻。有偿新闻是新闻媒体刊播的以牟取暴利为目的的新闻。[4]其特点在于：

一则新闻能否刊播，不是由其价值而是根据提供所谓“新闻”的单位是否给予新闻机构“好

处”来决定。一些新闻媒体将广告演变成新闻消息、人物专访、企业或产品通讯、生活专题、

科学常识等形式进行传播，不少地方新闻媒体包括党报时常大篇幅地登载此类文章。对于拒绝

给予“好处”的，则利用媒体影响力“封杀”或“搞臭”对方。今年一月底到二月初，某地方

报纸到一家企业拉广告遭到拒绝，就抓住卫生监督部门偶在该企业发现不合格商品为由头，于

所属的早晚两份报纸上连篇累牍地进行所谓“曝光”、“后续报道”、“评论”，在当地造成

了恶劣的影响，对企业造成伤害。[5] 

有偿新闻按“有偿”形态可分为六类： 

１．接受劳务费，如红包、有价证券、礼品等，获取各类消费、好处，如餐饮、旅游、房和为

亲友解决工作问题等。 

２．以新闻为诱饵换取经营利益（如广告、发行）或赞助。 

３．以内参、曝光等为要挟，迫使对方提供钱、物、好处等。 

４．媒体给采编人员下达创收指标，从而使有偿新闻堂而皇之成为经营创收手段，如有偿组

版、联办节目。 

５． 同新闻单位（包括记者编辑）之间以获取不正当利益为背景而互相交换新闻。 

６． 某些中介、公关公司以盈利为目的，非法运作（实为经营）新闻。[6] 

 



虽然有偿新闻类型多样，但新闻媒体及从业人员无视专业素养和要求，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的本

质如出一辙。 

第三类则是新闻记者为获得所谓的第一手材料而不择手段。当下社会，媒体间的竞争空前激

烈，各传媒为抢先刊播最新的新闻报道，可谓功夫用尽。香港一名记者就因此“触了礁”。 

香港记者行贿判刑 

香港著名导演王家卫执导的电影《２０４６》，２００３年２月在香港域多利道旧警察建筑物

拍摄外景，为防拍摄场地及演员服饰、造型曝光，电影公司请来Ｇｒｏｕｐ ４ （Ｆａｌｃ

ｋ ＨＫ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Ｇｒｏｕｐ４）保安员二十四小时监察，以防泄“密”。 

香港杂志《忽然一周》记者梁崇基为拍摄该剧的独家照片，于２月３日首度进入拍摄场地时遭

夜间保安谢辉截停，事后，梁给予谢２００元港币做“喝茶钱”。５日凌晨，梁再次进入片场

接触谢并支付１００元港币作进入片场拍摄的报酬，同时，梁给予谢一部数码相机及一张写上

自己手提电话的字条，要求谢代为拍摄电影场景及戏服照片，并承诺事成后支付５００元港

币。但因电影暂停拍摄工作，谢无法摄得照片，遂将相机交还梁，故梁并未支付这笔钱。而３

月１４日出版的《忽然一周》第３９８期，刊登了八张在片场内拍摄的照片，同时显示作者为

梁崇基。 

梁崇基的行为触犯了《防止贿赂条例》。裁判官直指身为记者的他为获独家照片，牟取商业利

益，不惜贿赂他人进入片场偷拍，为让公众明白贪污案件性质严重，故必须判处即时入狱三个

月。 

较之为获最新材料而行贿、触犯了法律，现今传媒界出现的更多的乱象则属处于法律之光普照

不到的阴暗角落，因此，要减少新闻的造假、有偿等乱象，最重要的仍是新闻工作者自我的约

束，由此可见新闻自律的必要性。 

三、结语 

出于整肃新闻界以及维护新闻专业素养的目的，各国纷纷订立新闻自律信条，要求新闻工作者

坚守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的规范： 

１． 客观而公正地报道事实真相。 

２． 尊重个人自由，避免侵害个人的隐私权（Ｐｒｉｖａｃｙ）。 

３． 新闻刊出后，如果发现造成危害公众或有不正确时，应立即更正。对于个人名誉或人格

有所损害或歪曲的，应该给予答辩的机会。 

４． 新闻报道不能影响公正审判。 

５． 报道犯罪新闻时，不能破坏社会善良风气。 

６． 报道少年犯罪新闻，不能公布其姓名，以使其有自新的机会。 

7． 报道国防机密、政治新闻、不能危害国家的安全。 

8． 不能接受任何企图影响新闻报道的报酬。为公众提供具服务、启蒙性质的新闻报道。 

虽然新闻自律条目众多，但新闻工作者以此为报道准则并不是自缚手脚的表现，而是藉自律提

高专业水平，维护新闻伦理，并赢得受众的信赖与尊重，从而使新闻自由得以保障。 

注释： 

［1］李瞻著《新闻学：新闻学原理与制度之批评研究》－台北市：三民 １９８３年 

［2］董路 新浪体育 ２００２年７月１日 

［3］http://www.families.com.cn/20020922/ca332344.htm 

［4］顾理平著 《新闻侵权与法律责任》第123页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年1月 

［5］《小议媒体竞争中的道德约束》崔岩http://www.cddc.net/shownews.asp?newsid=6732 



［6］王泊《有偿新闻的本质及其法律责任》 载 吕怡然主编 《新闻记者》上海市新闻学会、

文汇新闻联合报业集团、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所主办 2001年第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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