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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媒介公信力的问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在我国出现，但直至近年才开始为学

界所关注，但还处于较为浅显的研究层面上。随着我国媒介公信力显性问题的出现，隐性问题

不断被认识，对于媒介公信力问题的研究就越来越重要。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

观”的概念，对于研究媒介公信力这一问题有着很好的指导、借鉴的作用。本文试图运用科学

发展观的思想，对媒介公信力进行研究、阐发。 

关键词：媒介公信力    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    可持续发展 

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言：“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①，在传媒业

竞争激烈的今天，媒体出现很多行为失范的现象，造成媒体信用的下降，社会中产生了许多不

和谐的音符。在中国大众传统的观念中，媒介具有权威性和官办性，虽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

化，媒介体制改革正大步迈进，但媒介是党和政府的宣传喉舌作用并没有改变，那么从某种意

义上说，媒介的公信力就标志着政府的公信力。媒体信誉的下降，不利于媒介喉舌作用的发

挥，不利于媒介舆论引导作用的发挥，不利于国家政策与人民利益之间的沟通，以至不利于和

谐稳定社会的建立。在这种背景下，有关媒体公信力的研究得到广泛重视，“科学发展观”思

想的提出为我们研究媒介公信力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媒介公信力评价是公众通过社会体验所形成的，对媒介作为社会公共产品所应承担的社会职

能的信用程度的感知、认同基础上的评价，而媒介公信力则是指媒介所具有的赢得公众信赖的

职业品质与能力。”②这与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内涵有着同样的诉

求，为媒体公信力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前提。 

一、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观念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尊重劳动、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创造有利于人们平等竞争、全面发展的环境和

条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就要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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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发展教育和文化事业，建设学习型社会，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

健康素质。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全面，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

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就是要坚持“五个统筹”，

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

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

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

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

是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统一，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③ 

二、公信力是媒介寻求发展的必要前提 

科学发展观的首要目的就是发展，讲求科学的最终目标还是要发展。公信力是媒体生存、发展

的前提，没有信用，媒体就不可能得到受众的支持，就不可能生存下去，更谈不上发展。反过

来说，注重媒体公信力的建设也就是运用了科学发展的观念。 

媒介在社会中的双重角色，决定了媒介公信力的重要性。媒介是社会舆论的领导者，在我国更

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具有政府性与权威性，没有良好的信誉就不能起到宣传监督、引导舆论的

作用；另一方面，媒介也是独立的企业，需要通过盈利来维持生存与发展。没有可信度的媒体

是不具备竞争力的，得不到受众的支持，失去市场，就无利可赚，便没有了生存与发展的空

间。有的媒体为了一时的经济效益，搞有偿新闻、炒作、虚假报道、失实广告，可能一时得

逞，但从长远看是背离民意，得不偿失。媒介讲求经济效益，不能以牺牲媒介信用为手段，而

要以树立媒介信用为前提，分清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因此，无论是从新闻媒介具有的政治

性，还是新闻媒介自身经营的规律性看，媒介公信力就像其他企业生产产品的质量一样，是媒

介生存发展的必要前提。 

三、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媒介公信力的建设 

以人为本，是建设媒介公信力的核心思想。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要求媒体首先认清两个问

题，第一以人为本的“人”指什么人，也就是媒体公信力的诉求对象；第二何为人之本，即从

什么角度出发实现媒介公信力。如上文所述，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

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媒介所服务的对象仍然是以人民群众为基础的受众，媒介不

是政治的工具，不是为少数领导服务的工具。在新闻报道的过程中，不能不顾新闻发生和存在

的事实，以应时政之景来选择新闻，从政治需要的主题出发寻找新闻、甚至制造新闻，更不能

以领导的行踪为报道的中心。只有真实反映受众生活、需要的媒介，才能得到受众的关注与支

持，提高媒体公信力。 

媒介所代表的人之本，就是受众的需求，对媒体的期待，可以分为几个层面。 

首先，新闻的真实性是受众的第一需要。受众接触媒介，除了娱乐、受教育等目的外，最主要

的就是获得信息，而信息的真实性是受众对媒体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如果受众从媒体上

得不到真实可靠的信息，媒体对于受众而言就毫无意义。也许对于处于话语强势的媒体，受众

毫无能力，但不看、不听、不信的沉默反抗，最终造成受众远离媒体。如果赖以生存的受众的

基础都不复存在，媒体也就变成了无本之木。 

第二，全面客观及时的报道是受众培养自己认识能力的需要。媒介应从受众需要了解、有权了

解新闻事件的角度出发，为受众提供客观全面及时的报道，培养并相信受众具有独立分析、辨

别是非的能力。如果不及时为受众提供全面客观的视角，仅从媒介自身的好恶来筛选信息，故

意掩盖某些消息，其结果就会造成对媒介的失信。有关“非典”报道的例子就是最好的注脚。 

第三，健康向上的信息是受众真正的需求。当下，部分媒体利用凶杀、暴力、色情、明星丑闻

 



等消息来招揽受众，以为这就是满足了受众的需求。实则不然，广大受众对媒介信息的需求是

健康向上的信息，即使是娱乐、体育消息也希望其具有积极向上的意义。对低俗消息的兴趣，

是存在于少数受众之中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尚不完善的表现，随着人民文化素质的提

高，这些不健康的信息必定没有出路。信息的健康程度是受众对媒介信用度评价的一个重要标

准。刊播大量媚俗消息的媒介，往往都没有很高的信誉，即使短时间内有较高的发行量、收视

率，这些媒介在受众心目中的定位也摆脱不了仅供消遣的垃圾媒体的位置。比如父母控制青少

年上网，就是因为网络上存在大量这样不健康的信息，才导致父母谈网色变，不信任网络媒

体。 

全面、协调发展是建设媒介公信力的基本原则。媒介是社会公器，在社会生活中起着舆论监

督、表达民意、衡定社会道德规范的作用，有着法律所没有的软性调节作用。媒介应该大胆地

站出来，承担起社会赋予它的这些功能，在自身全面、协调发展的基础上缓和社会矛盾，构建

社会道德秩序。媒介在发展过程中要兼顾各方利益，不仅要为精英、强势群体提供话语空间，

也要保证大众、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利。缺失部分受众的媒介是不能够得到这些被遗忘者的支持

与认同的。中国是有13亿人口的大国，精英只占了很少的部分，普通民众、弱势人群占了绝大

多数，如果弃这些人的利益而不顾，仅有少数精英信任的媒介，其公信力仍然是不完整的，甚

者仍然不具备公信力。 

可持续发展是建设媒介公信力的基本目标。媒体公信力的形成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媒体在新闻

报道的过程中，都应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贪图眼前利益，采取“不以善小

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的态度，处理每一篇报道。任何一次失实的报道，甚至是夸大、误

导的广告，都可能造成媒介的信誉危机。这样的印象一旦形成，就很难挽回。张国荣自杀的事

件在网络上公布，起初很少有人相信，就是因为网络媒介一直以来在公众心目中不甚良好的形

象，信誉缺失，造成真实消息也不能被信任。相反，媒介公信力一旦形成也可以为媒体带来长

期的效益。从社会效益角度看，媒介新闻报道一贯的真实性、时效性和导向正确性，为其在社

会中赢得了影响力和权威地位。这种地位的形成，使其舆论引导能力大大提高，舆论导向作用

将得到充分发挥。从经济效益角度看，有了信用，就有了广大受众的支持。发行量、收视率的

提高可以吸引更多的广告商、合作伙伴，为媒体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性运行的环境。 

媒介公信力是媒介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更是媒介在经营过程中应始终持有的观念，运用科学发

展的思维方法看待媒介公信力，可以从较为广阔的范围内理解媒介公信力的含义，使增强媒介

公信力的观念更加深入每个媒介工作者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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