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标题    媒介论坛用户名  密码    

媒介动态 传媒产业 传媒经管 传媒经济 传媒环境 广告业 传媒人才 舆论影响 传媒竞争 

新闻与法 新闻业务 新闻学习 新闻理论 新闻史学 新媒体 新闻伦理 传媒调查 媒介批评 

广电世界 新闻教育 媒介人物 大众传播 书店书评 新闻奖 传媒改革 传媒博客 传媒内参 

做“新闻人” 须守“新闻德” 

时间：2005-7-26 12:55:20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杨树弘 阅读3503次

  

做“新闻人” 须守“新闻德” 
——学习《关于新闻采编人员从业管理的规定（试行）》随笔 

发稿：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杨树弘 

单位：《当代党员》杂志社副编审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枣子岚垭村1号 

邮编：400015 

新闻之“德” 

新闻人“掌握”着被称作“社会雷达”和“社会监测器”的新闻传媒——这是社会稳定和发展

的重要“机关”。新闻引导人们调整自己的言论和行动，从某种意义说，舆论促进着社会的稳

定和全面、协调、持续发展。舆论从业者——新闻人的职业是光荣而崇高的。 

从业于新闻，肩负的是一分特殊的社会职责。新闻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担负着传

播信息、引导舆论、服务公众的责任，新闻人的使命神圣而繁重；也正因为如此，党、政府、

社会对新闻从业人员素质（尤其包括道德素质）的要求是高标准的。 

作为调节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价值体系，道德通过是非、善恶、荣辱等观念来评价人们行为的

尺度和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各种关系，它是一种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的总

和。职业道德，即职业行为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是以职业责任为核心的综合价值体系，是

职业人在职业活动中应当遵循的行为和道德规范。 

新闻职业道德是一种主要针对新闻传媒及其从业者的职业行为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它是调

整新闻行业内外关系，规范新闻职业行为的一种道德。它通常通过新闻传媒及其从业者在新闻

传播活动中处理各种职业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职业观念、职业态度、职业情感、职业作风以

及它们的社会效果来反映和体现。 

新闻之“德”的流失 

违反新闻之“德”，主要表现为“五大害”，即“虚假新闻”、“有偿新闻”、“侵权新

闻”、“低俗新闻”和“虚假广告”。“五大害”，是少数媒体和新闻人无视自己的社会使命

和道德责任，滥用“新闻自由”的权利，贪图小团体和个人私利造成的。“五大害”，实际上

暴露的是职业理念、职业态度、职业纪律和职业责任方面的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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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内搜索 登陆 论坛注册



稍微“搜罗”一下，不难发现传媒和新闻人在职业道德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诸如编辑与广

告、发行或经营部门混岗；将广告与新闻混淆；打着与企业“合办”、“联办”的旗号做“新

闻”；新闻受贿及假新闻；有的无偿享用被采访单位或个人提供的方便；以及虚假、低俗广告

等等。  

我们说，新闻之“德”是根植于社会经济关系而直接决定于新闻事业的性质，并在新闻传播活

动中不断发展变化的，依靠新闻工作者的信念，社会舆论和传统习俗进行善恶评价的调节人们

新闻传播关系和规范人们新闻传播行为的一种社会道德现象。 

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旧规范不断受到新事物的冲击，而新规范也有待建构和整合。新闻之

“德”的流失，有着深厚的社会根源及其现实环境因素。 

——市场化进程中的经济利益的驱使。媒体生存和发展必须面对市场。而面对竞争,一些媒体

或新闻人片面或过分强调经济效益，而相对忽略了社会效益，“娱乐化”、“媚俗化”、“色

情化”……必然结出不良的社会“恶果”。 

——媒体和新闻人滥用“权力”。新闻媒体长期以来主要被视为党政机关的一个部门，发挥着

宣传喉舌的职能。这样，无形中给新闻媒体和新闻人披上了“权力”的外衣。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由于新闻行业的职业规范和约束机制尚需完善，而无形中的“权力”资本，就客观上造成

了那些缺乏职业操守的新闻记者利用手中的特权谋取私利的机会。 

——有效监督乏力。在许多新闻人的眼中，对于新闻工作者的相关“意见”、“规定”、“准

则”等不过是一纸空文，当然也就谈不上遵循它了。而一个健全而有效的自律机制，正是当前

的传媒和新闻人亟需的。 

维“德”需自律 

一个新闻人必须时时以满足社会与公众的信息需要，促进稳定与发展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崇

高使命，必须具有新闻职业道德。而利用新闻职业道德对新闻媒体及从业人员进行自律，在当

前尤显必要。 

要使新闻自律的规范、纪律具有约束力，就必须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一位著名人士曾经

说： “在新闻实践中，新闻道德是否会受到尊重，取决于管理者及编辑记者们的人品如

何。”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律，是媒体和新闻人的基本品德。汤姆·彼得斯在《追求卓越》一书中披

露的对美国杰出成功企业的调查中显示，高度诚实和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更有利于获得长期利

润——因为诚实经营的好名声会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竞争优势。从长远看，符合道德标准的做法

与日渐增多的利润是一致的。 

有学者研究表明，媒体长远的发展不仅依赖受众的满意，更有赖于受众的忠诚。受众的忠诚哪

里来，从媒体的“真实”、“可信”中来，可以想象，一个践踏道德标准的媒体，要想获取受

众的“满意”和“忠诚”那是永远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一个破坏和践踏了受众信任的媒体，

肯定会被受众信任的竞争者取代。  

媒体的自律，必须明白“权力”来源于公众，必须把握和珍惜公众权利，切忌利令智昏。如果

仅仅为了眼前“利益”、追求“眼球效应”，刊播那些虚假、庸俗、低级的内容，失去了真实

和道德的原则，损害的，必然是媒体自身的形象。  

一个自律的媒体，它的信息必然是公正、客观、真实的，既能言，又敢言，且善言，树立起的

是良好的社会公信力，作为媒体及从业人员，真实的原则与道德的原则是必须具备的。在媒体

 



置于市场竞争的环境下，追求经济利益本无可指责，但“君子爱财”，应“取之有道”，市场

和竞争不等于无序，市场化更需要道德自律。 

靠机制维“德” 

用长效机制加强媒体和新闻人的职业道德建设，这几乎是业界共识。《关于新闻采编人员从业

管理的规定（试行）》，可以说是给媒体和新闻人吹来的一股清新的风。 

加强媒体和新闻人的道德建设，推动新闻事业发展，既要靠思想认识，靠道德觉悟，更要靠制

度规范和机制约束。在《规定》的框架下，一些媒体的实践令人欣喜：领导把关；坚决杜绝有

偿新闻和人情稿；强化新闻策划机制；强化新闻与经营严格分开的规则；坚决实名制；不断完

善考核和激励机制；禁止向采编人员下达广告指标；坚决封堵不良广告等等…… 

新闻人必须始终明白，手中的笔是党和人民给的，我们有责任和义务维护新闻工作的严肃性和

声誉，自觉维“德”。建立新闻道德维护的长效机制，媒体必须恪守：自律与他律并举，完善

自我约束机制；行业管理要逗硬；要逐步探索和实施一套使媒体和新闻人能够以此而自省、自

警、自励的教育、引导和鞭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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