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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执政：现代政府的媒体战略 

李希光 

(清华大学 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北京 100084) 

摘 要： 政府执政面临新的新闻环境：传统主流媒体的弱化与市场化媒体的兴起、新闻 

报道质量普遍低劣化、新闻一律与新闻同质化、传统新闻价值让位于新闻的生产价值、新闻报 

道的选择性与新闻偏见日趋严重、媒体在成为一种政治权力。在这种媒介环境中，一个现代政 

府应该采取一种新型的媒体战略：新闻执政，即变新闻宣传为新闻服务和新闻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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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闻界出现对政府执政工作不利的伪劣新 

闻时。政府主管部门总是批评、惩处个别媒体、编 

辑或记者，很少考虑造成假新闻的整个新闻环境、 

新闻体制、新闻价值观、新闻报道背后的政治经济 

利益集团。在我们提出政府的媒体战略前，我们 

先考察一下今天中国的媒介环境。 

一

、传统主流媒体的弱化与市场化媒体的兴起 

随着中国媒体的产业化、商业化、集团化、股 

份化，除了部分政府直接管理的媒体外，多数媒体 

已走向市场化。甚至可以说，相当的媒体所进行 

的活动已经变成围绕资本与权力集团展开的一系 

列交换行为。媒体拥有者唯一的目的是通过报道 

的内容获得商业利润。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中，广告商与企业主成为媒体资本的主要提供者， 

同时也获得了对媒介内容的支配权。近年来，由 

于网络媒体、手机短信和网络短信等新媒体服务 

提供商之间的激烈竞争，传播内容更变得一味以 

吸引眼球、追求第一时间、追求点击率为议程设置 

之要旨。在此情况下，公众对于重大事件的真相 

了解得更加片面，更加感性。在进入这种以注意 

力为中心的媒介化社会后，中国共产党的主流媒 

体发展与制胜的要素是：如何为自己争取到更多 

的机会，被社会各方选中，从而实现对公众话语议 

程设置的能力。 

但是，当前，传统主流媒体已进入困境。从议 

程设置能力上看，传统党报有能力制造议程，但无 

能力传递议程；反映新兴政治经济精英声音的市 

场化报纸和廉价的都市类大众化媒体及反映各种 

声音的网络媒体不仅有能力制造议程，同时又有 

能力传递议程；从营利看，市场化大众媒体和新型 

政治经济经营媒体属营利媒体，而多数党报是不 

营利媒体。具体分析如下：1．党报新闻性严重短 

缺，宣传性严重过剩。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国内 

某全国性党报 l2个版刊登的头天新闻(真正意 

义上的新闻)，占所有稿件的8．55％，只相当于 

一 个版的稿件数量。新闻不足、宣传过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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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导致了党报记者职业冲动的弱化。党报记者和 

市场化报纸记者相比，其职业竞争力和新闻竞争 

力明显较弱。再如，国内某全国性主流媒体平均 

3O个记者采写一条当日新闻，而市场化报纸一个 

记者一天可能要写3篇稿件；2．由于党报的读者 

多为“公费”读者，不仅导致党报丧失了广告的吸 

引力，更削弱了党报的新闻力、传播力和影响力。 

公费订阅导致党报的读者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节假日)读不到党报，听不到党的声音。而调查 

显示，节假日公众读报的时间大大超过平日，是思 

想、观点、政策最佳的传播和解释时机。仅此一 

项，党和政府每年至少丧失了三分之一的舆论阵 

地；3．在今天全球传播、信息过剩、传播过剩的时 

代，党的媒体进入了“正面宣传、负面解读”的尴 

尬困境，其品牌和公信度不断遭遇来自市场化媒 

体的挑战和质疑。 

面对主流媒体影响力的弱化，党和政府的社 

会动员力和政治动员力面临严峻考验。首先，人 

们对媒体的使用决定了媒体的影响力。在这种局 

面下，主流意识形态目前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意识形态正通过跨国媒体的 

力量，利用议程设置的功能，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和 

兴奋点，使这些立场和价值观逐步渗透、瓦解中国 

社会的信仰基础。其次，传统主流媒体所制造的 

舆论场正在被商业化媒体和网络媒体制造的舆论 

场边缘化。商业化媒体往往通过背后新兴财富集 

团、新兴政治力量和国际资本为支撑的“舆论领 

袖”制造公众议程。这些商业化媒体的“舆论领 

袖”，把自己的政治议程包装成全社会公众的议 

程来推销，最大程度地控制公共话语和公众思考 

的方向。在此背景下。党和政府如果不在执政战 

略上有新的思路，如果不在创新中把握舆论宣传 

的主导权，提高自身的公信力，其自信形象和政策 

将会不断遭到来自市场化舆论场的侵袭，政府的 

舆论空间在萎缩。商业化或市场化媒体为了寻求 

低成本、高效、高速的运作，在新闻资源、发行资源 

和广告资源上展开联动，共同炒作新闻、相互转发 

新闻、互相插入对方报纸联合发行、联合刊发广 

告。随着这种商业化报纸的大量涌现，政府已经 

无法单靠利用党报制造和影响舆论了。媒体市场 

化的结果是，对媒体的控制力开始从看得见的政 

府手中，悄悄转移到了看不见的媒体投资者和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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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商手中(包括这些投资者和广告商在政治上、 

经济上的同盟者们)。 

从世界范围看，一个严重的后果是，执政党一 

旦丧失了议程设置能力，将会处于一种劣势，一种 

失语的危险状态，它的权威性和信任度就会受到 

挑战。比如，在过去两年中，中亚发生了一连串重 

大的政治危机和政治事件，学者们把这定性为一 

种媒体事件。由人民选举的领导人被媒体设置的 

议程、媒体制造的新闻、媒体组织的抗议者和媒体 

塑造的反对派领袖驱赶下了台。这些现象对于在 

主流媒体丧失对新闻事件的议题设置能力和舆论 

阵地的今天，思考党和政府的执政战略有着重要 

的意义。 

二、新闻报道质量普遍低劣化 ] 

现代传播技术的发达和媒体的市场化、产业 

化，带来的是注意力成了稀有资源，同时也带来了 

内容的稀缺，导致内容质量的低劣化。新闻界从 

原来意义上的高高在上的新闻机构变成了一个追 

求利润最大化的媒体公司中的一个部门。结果， 

记者个人可运用的自主权、资源受到了很大的限 

制。人们往往高估了记者自身的素养与资源，而 

低估了记者完成报道过程中的现实世界压力—— 

时效、广告、生存。记者向谁卖稿子?记者的首要 

读者是自己的老板，记者期待满足媒体老板、制片 

人、投资者的偏好。记者在新闻报道中不是一个 

有自由思想的人，他需严格按照媒体内部组织机 

构去思想。记者的独立性受制于新闻同行、新闻 

圈、新闻编辑部的报道立场、框架。一个记者或新 

闻媒体要在竞争中生存下去，必须与大多数媒体 

保持一样的立场。如2005年夏天安徽甲肝疫苗 

事件的报道。在今天商业化的媒体环境中，任何 
一 个记者和媒体不敢离群索居。采取与众不同的 

立场和观点独立地报道新闻，对记者本人和媒体 

来说，是有很大风险的。如果出现伪劣新闻、欺骗 

公众的新闻，所有的媒体一起犯这种错误。当假 

新闻被揭穿后，谁也不检讨、谁也不受过。如所谓 

甲肝疫苗中毒事件的报道，全国上千家媒体和网 

站报道了这个事件，即使最后卫生界的权威专家 

验证疫苗无毒，但是谁也不敢去批评和挑战这些 

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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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H中国的媒体每天都有大量的伪劣新闻刊 

播，但媒体很少认错。如果有报纸开设更正栏目， 

报纸更正的是错别字、人名、地名等事实性错误， 

从来不对错误判断、错误暗示和错误语境进行纠 

正。电视更是从来不设立错误报道的更正栏 目。 

报纸上设置的小小的更正栏目只不过是报纸公关 

和笼络人心的策略，而不是代表公众监督媒体。 

因此，我们对记者的评估标准：不是看某个记者短 

期地让读者满意，重要的是，看他的作品能否长期 

对读者有益。 

三、新闻同质化与新闻一律 

为了追求效益和效率，商业化媒体环境下的 

体制不鼓励新闻报道上的创新和独特视角，而是 

鼓励新闻报道的同质化：信息来源的同质化、版面 

的同质化、栏目的同质化、画面的同质化、角度的 

同质化和框架的同质化。 

新兴的政经媒体更多地引用他们在政治经济 

上同盟者的信息来源，议程、话题和热点越来越趋 

同。在传统媒体时代和新闻自由时代，报纸把读 

者当成公民、选民。在今天的商业化媒体时代，媒 

体的老板和广告商更多地把记者当成填补空白的 

人。随着媒体产业和商业化的急剧发展，当记者 

的门槛越来越低，其中不仅仅是对专门学历的要 

求，更是对职业道德标准的要求越来越不严格。越 

来越低。本来记者应该是跟法官和医生一样的职 

业，需要专门化的培养和训练。但是，今天的记者 

不需要经过专门的教育，多数记者没有新闻学学 

位。记者不像医生和律师那样需要经过国家的专 

门权威部门的资格认证，也不用加入任何行业保 

护和自律协会。每天，记者为了追赶截稿时间和 

新闻报道的第一时间，工作十分疲惫和紧张，没有 

深入思考问题和调研的时间，更多地需要他人帮 

助其构思，获取报道思想。记者为了节省思考问 

题和调研的时间，只去期待发生新闻的地方去报 

到新闻。 

此外，记者在新闻的策划和生产过程中，更无 

法独立报道新闻。他们要听广播、看报纸、看电 

视、浏览网络，从中寻找新闻线索和大家能接受和 

欢迎的报道框架和报道视点。在对某一事件的采 

访过程中，记者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帮助，更带 

来了新闻一律、框架一律、立场一律、舆论一律。 

过去。记者同行之间是利用复写纸，相互抄写稿 

子。今天，记者之间是相互告知新闻源、新闻线 

索、新闻细节和新闻引语。这种高度商业化下运 

行的媒体带来的是一种声音、一个画面、一样的新 

闻标题，不鼓励新闻报道的多元性和多种声音的 

自由发表。 

四、传统新闻价值让位于新闻的生产价值 

在市场化的媒体环境中，新闻的核心价值即 

新闻的重要性和相关性面临着新闻刺激性和感官 

性的挑战。重要的新闻面临着令人兴奋的新闻的 

挑战。新闻的兴奋点变成了新闻的生产价值：戏 

剧化、煽情、新奇、鲜活、声色(惊人的同期声、骇 

人的画面)。例如电视新闻的生产价值在于一个 

煽情的画面：一群人示威；一张充满表情的脸；大 

声训斥学生的教授特写。再如，一个来自河南的 

学生在清华校园里丢了辆自行车，在《北京青年 

报》上刊登不出来。但是，如果把这个丢车学生 

与这辆自行车之间关系的感人故事写出来，效果 

就完全不一样了。这辆自行车是他爸爸卖血换来 

的，他爸爸卖血后。感染了艾滋病并去世⋯⋯具备 

新闻生产价值的报道选题多为灾难故事、恐怖画 

面、血腥场面、死亡讯息、仇恨煽情、社会传闻、明 

星绯闻、名人丑闻、幕后的坏人、传奇的商业英雄、 

弱者斗强者、官员腐败故事、警匪一家⋯⋯ 

读者可能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新闻，那是由记 

者提供的。但是读者无法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样的 

新闻，而那是由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部门，即政府 

提供的。政府官员提供的往往是读者不喜欢看的 

新闻。公众会认为有生产价值的新闻报道和讨论 

的问题为重要问题，因此，有生产价值的新闻报道 

将会影响政府决策的语境、公众情绪。有生产价 

值的新闻报道制造公众情绪，尽管这种情绪可能 

是短暂的、不准确的，并不理性地代表民意，但是 

其作用可在短时间内改变、甚至否定政府政策。 

很多记者编辑在新闻采访报道中，都以为自 

己在运用新闻的客观性、中立性和重要性原则采 

访报道新闻。但是，他们没有看见新闻中的隐藏 

力量——表面上在运用新闻的客观性、重要性要 

素，而在新闻作品的实际生产中，运用的是新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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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价值。无论是问题中心的叙事体(印刷媒体 

乐于采用的形式)、或是人物和事件中心的新闻 

报道(电视乐于采用的形式)，都是为了获得受众 

的眼球，而不是为了深入报道(如甲肝疫苗 

事件)。 

五、新闻报道的选择性与新闻偏见日趋严重 

新闻是一种体制内的组织生产结果，而不是 

个人行为。新闻生产部门的组织形式：1．垂直管 

理；2．平行分工生产。作为主观选择和生产的新 

闻商品，新闻生产部门要预测选题、策划采访对 

象，新闻记者、新闻垂直管理部门与新闻编辑部这 

三者必须享有共同的新闻价值和新闻生产价值。 

今天不经过记者编辑过滤的客观新闻是没有的。 

从本质上看，新闻不是客观、独立的报道，是媒体 

主观选择的结果。媒体作为商业企业的特点是， 

用最低的成本每天正常地、可计划地、可持续地生 

产出受众满意的新闻产品。记者作为个人，只不 

过是新闻生产机器上的一颗小小的螺丝钉。记者 

每天做的工作是媒体的委托课题，通过采访谁、引 

用谁的话、导语的构思、框架的选择，来满足客户 

的要求。记者的新闻选择性表现在以下方面：引 

语、画面、画外音、资料片、强调鲜活、强调简洁清 

晰、追求虚伪的平衡中立；去语境化，把信息源从 

自己设定的语境中剥离出来，插入到记者设计的 

语境中去。 

记者的新闻选择、修饰、编辑、记者采访谁、不 

采访谁，都是为了卖新闻。记者首先考虑的是卖 

给自己的老板(编辑、制片人)。老板决定什么新 

闻优先刊播、新闻放在什么语境中报道。媒体的 

这种作用也决定了什么新闻重要、什么新闻不重 

要。媒体采用的报道手段是，强化一种信源、突出 

报道一个人(英雄或坏人)、框架一个人的形象。 

新闻选择性最严重的危害是带给公众偏见。 

由于新闻生产价值的广泛运用，记者们可能 

不知道他们在制造一种政治偏见。记者在新闻选 

择上——选题、内容、人物、角度、语境和背景等， 

往往并不有利于所有政治家或政府官员。媒体的 

政治新闻报道或对政府的报道中，通常存在三种 

偏见：1．个人的政治偏见。体现在新闻报道中的 

编辑记者个人在政治上的喜好和偏见。媒体宠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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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符合自己框架和议程的政治家、新闻事件、活 

动、问题等。2．新闻现场情景偏见。在新闻现场 

政治人物或政府官员的某种特别行为导致了对其 

有利或不利的报道；3．结构性偏见。政治家或政 

府官员通过娴熟地运用以下新闻生产要素获得了 

良好的媒体报道效果：行动及时、讲话简洁、鲜活、 

生动、有声有色、易于为记者报道、编辑编排；4． 

新闻背景选择偏见。新闻媒体还要求新闻报道的 

历史一致性，这种历史上前后一致性决定了新闻 

报道选择的焦点和角度。记者在报道新闻时，总 

是通过网络和媒体的资料库，根据自己的价值观 

去引用过去的故事，如今天在报道传染疾病疫情 

时，对“非典”事件的叙述和背景；5．基于深层次 

政治偏见的新闻价值标准与报道主题的选择：是 

仇视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或是社会主义、集体主 

义?还是歌颂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或是社会主义、 

集体主义? 

六、新兴媒体在成为一种政治权力 

在一个社会里，政治是某种价值观的权威分 

配。 。‘踟 新闻的政治作用体现其报道中钟情于 

某种政治价值观的分配。从传统新闻学看，新闻 

仅仅是事实的报道，读者阅报、观众看电视，不是 

看观点，只是为了获得事实真相。但是，今天的媒 

体不是政府的中立传播者、也不是政府的解释者， 

更不是政府的准确传播者。今天的新闻媒体，报 

纸的评论栏目和电视谈话节目的增多，凸现记者 

的政治作用。今天的记者，不是为了寻找事实报 

道新闻，而是为了讲出他想要讲的政治观点。去寻 

找信源，而且寻找的是那些特定的、有权势、有钱 

势的人的观点。在市场化的今天，即使电视直播 

领导人的声音，记者仍然会根据媒体所代表的政 

治和经济利益集团在直播报道中对领导人讲话的 

框架、关键词通过加入背景做出自己的解释。今 

天的媒体对中国政治的议程设置和话语的影响举 

足轻重，明眼人都可以看到，新兴的精英媒体有自 

己的政治目标。如果一个媒体有自己的政治目 

标，它其实就已经演变成了某种形式的政治权力。 

今天的精英报纸的编辑和评论家已经不是客观的 

记者了，而是挥舞报纸的政治宣传家。 

由于背后受制于利益集团的操纵，某些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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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者、编辑如同法庭上的律师，不求真相，只求 

对自己有利的事实。本来为公共利益和公共领域 

服务的媒体成为了利益集团、投资者、广告商赚钱 

和为特定政治目标服务的工具。某些媒体自称的 

所谓新闻独立已经成为被政界、投资者、广告商和 

记者个人偏见捆绑的新闻独立与新闻自由。记者 

编辑是在根据自己或其媒体老板的政治价值和政 

治目标去报道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去解释世界应 

该如何运作。这导致当前中国媒体上伪劣新闻层 

出不穷，因为某些媒体相信假新闻所呈现的世界 

才是真实的世界，世界应该就是假新闻或劣质新 

闻描绘的那个样子存在，世界应该按照假新闻那 

个样子去解释。今天的媒体，既是商业企业，也是 

政治部门。媒体作为政治部门，通过大众文化产 

业，带来了意识形态霸权。 

媒体的政治权力体现在社会和政治进程中的 

传播与沟通作用，存在于新闻生产和新闻价值的 

判断中。新兴的政经类媒体是这样行使政治权力 

的：1．公共舆论空问的组织者。通过媒体刊载的 

信息的交流，进行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显示自己 

的政治权力；2．通过精心策划的新闻报道，组织 

和动员舆论，在政治上和道德上诋毁其政敌的人 

格；3．通过新闻报道把媒体的政治目标和政治议 

程变成国家的议程(公共议程)。新闻报道变成 

政治议程的条件是，引用权威信源、制作高质量、 

令人可信的新闻产品、发表在具有公信度的媒体 

上。高质量的报道和权威信源将引导公众关注或 

不关注某个问题、开辟或关闭对某个问题的关注。 

在这种状况下，记者是谁?新闻媒体作为政 

治演员，代表某种政治集团。记者不仅记录政府 

工作。而且还是政府工作的参与者。通过记者简 

洁明了的报道，政策会变得更为清晰，更为人所 

接受。“但是，正像一卷未冲洗的胶卷，过早的曝 

光将会毁灭这个胶卷。”_3“丹’ 

面对这样一个新兴的政治权力部门，今天的 

政治变成了媒介化的政治。政府通过新闻执政， 

媒体通过新闻改变政治进程。并影响各方政治力 

量对比。面对媒体越来越大的政治权力，政府必 

须在媒体战略上有所创新，即采取新闻执政的媒 

体战略。 

七、政府的媒体战略：新闻执政 

长期以来，政府的媒体政策往往是通过各种 

惩罚的手段惩处刊播有碍政府执政的新闻报道。 

媒体学者Timothy Cook在其著作《新闻执政：新闻 

媒体作为一个政治部门》(Governing with the 

News，Timothy Cook，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中说，政府有三种工具对媒体施加影 

响：1．印刷合同；2．发行；3．信息源。政府对待 

媒体往往采用奖惩结合的硬手段和软手段两种。 

惩罚媒体的硬手段有：关闭媒体、吊销媒体执照、 

取消政府订阅、取消邮局发行补贴、不接受采访、 

政府部门和有关企业不向媒体提供广告。政府对 

新闻管理的软手段包括：与媒体签订印刷合同、刊 

登广告或订阅报纸来补贴媒体。 

随着媒体的产业化、规模化、市场化，政府采 

用广告、印刷和订阅的办法来直接补贴媒体的成 

本将越来越高。政府补贴媒体和帮助记者有了新 

形式：政府每个部门设立新闻办公室，促使媒体跟 

着新闻办公室的议程走，形成一个围绕政府发言 

人转的行业记者队伍。这种记者的行业化有利于 

处理政府与媒体和公众的关系。设立新闻办公室 

和设立新闻中心将促使行业记者要获得相关新闻 

就需找政府，并形成了一个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 

业记者圈或类似俱乐部的专职记者队伍，如中国 

政府的新闻热点部I'-1#1"交部、国务院新闻办、卫生 

部、教育部、公安部、国家证监委、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记者团。 

自2003年夏天“非典”结束迄今的两年多时间 

里，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协助国务院新闻 

办为中央66个部委和2O多个省市自治区培训了 

两千余名新闻发言人。在这些培训的基础上，中 

国已经设立了中央、部委和省市自治区的三级政 

府发言人制度。但这远没有达到新闻执政的 

要求。 

新闻执政的媒体战略要求新闻发言人和政府 

官员应该具备新闻记者的视野，用记者的新闻眼 

光审视政府的工作程序。在当今国内外复杂的条 

件下，党和政府急需从“宣传”变为“新闻”，要把 

信息变成“新闻”。 

政府的执政战略与媒体战略密不可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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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会把政治价值变成新闻价值，把政府工作变 

成新闻工作的一部分。媒体战略不是短期的危机 

应对策略，而是政府长期的新闻政策。通过政务 

公开可以显示政府是个有责任的政府，让公民了 

解政府正在讨论的政策与公众密切相关，让公众 

关注，从而引导公众参与民主决策讨论和辩论。 

政务公开的战略：1．政务——)新闻；2．传播战 

略变成政府决策与行动。在今天的这样一个媒体 

环境里，政府特别要学会利用商业化和市场化媒 

体进行新闻执政。新闻执政主要内容是建立各级 

政府发言人制度。特别是要早13建立国家主席和 

国务院总理的发言人制度，提高党和政府的议程 

设置能力。 

新闻的传统价值是重要性和趣味性。新闻价 

值的双重性，决定了政府和媒体同时参与新闻和 

议程的形成和设置过程，政治家与记者可以同时 

对议程设置产生影响。其方法是，政治家借热点 

问题发表谈话；记者借有影响的政治家报道新闻， 

增加新闻的价值。或者说，由政府提供新闻事件 

舞台、演员和对白，由记者根据自己的新闻标准、 

兴趣点去选择、写作和报道。美国里根总统时期 

的白宫发言人Larry Speakes在他的办公桌上摆放 

着这样一个座右铭，来表明政府与发言人的关系： 

“你不要告诉我们如何导演新闻，我也不告诉你 

如何报道新闻。”E41(PlOg) 

参考美国政府长期以来成功的做法，现代政 

府执政的媒体战略主要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要 

有新闻性，值得记者去报道，从而引导记者与政府 

联手工作。正如那些跨国公司通过制造有新闻性 

的事件，促使记者与其联手工作，促销产品，获得 

市场。政府要学会靠新闻来实施政策。公众不仅 

需要对政策知情，政府还需要公众形成一个有利 

于政策形成和实施的舆论环境。要学会利用新闻 

游说、新闻说服。从这个意义上看，政府官员也是 

新闻执政官：满足记者需要，为制造新闻开会、办 

活动，确保官员的形象、言行和言论转化为新闻产 

品，进而变成新闻商品推销出去。 

今天的媒体产业时代，随着商业化报纸的大 

量涌现，政府利用党报塑造和操纵舆论的能力大 

为削弱，而且成本太高。媒体产业化的结果是，控 

制媒体的手正从政府手中转向到媒体所有者、投 

资者和广告商手中。今天的新闻是给精英们和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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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商们看的，并不是指望广大草根阶层的参与和 

讨论。今天的媒体的信源越来越集中，来自权威、 

权势和钱势信源、内容越来越趋同。媒体的商业 

化不是鼓励创新和独特视角，而是鼓励同质化。 

今天的媒介产业政策支持的是盈利媒体，支持媒 

体的集团化、规模化，而不支持不赢利的媒体，边 

缘那些代表弱势和草根阶层的中小媒体。今天的 

媒体正在成为操纵社会舆论的政治势力、成为某 

种政治权力。政党和利益集团的政治目标是明确 

的和公开的，但媒体的政治目标是隐性的。随着 

权力的分散、权威的削弱，媒体的动员力将会增 

大。媒体的这种权力是否经过民主选举而来?经 

过了何种民主程序?媒体作为一种政治权力，这 

种权力是谁赋予的?媒体应该对谁负责?政府犯 

了错误，人民有权问责。而同样作为政治势力的 

媒体，如果媒体出现失实报道，给人民带来了严重 

的经济和精神伤害，可否问责?对媒体的问责在 

政治上是否正确?如果对媒体这样一个政治势力 

没有问责制度，媒体将会成为一个对人民和对社 

会不负责任的政治力量。 

政府过去的媒体战略，认为媒体是党和政府 

的喉舌，媒体是政府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在今天 

的商业化媒体环境里，政府的媒体战略在为加强 

政府的执政能力服务的同时，不要忘记维护人民 

的新闻自由，维护媒体作为人民喉舌的作用。越 

来越多的国内外政治势力都在试图利用媒体战略 

作为执政战略。一个缺乏新闻媒体沟通能力和缺 

乏应对大众媒体功能的政治家，将不会成功地执 

政。在当前这种全球化的新闻传播环境下，如果 

政府信源缺失，那么取而代之的必定是各种小道 

消息甚至有害消息。如果丧失了先机，政府再想 

引导或重新塑造舆论，将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度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媒介 

社会里，作为政府的媒体战略。首先要确保宪法所 

确认的公民的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 

所有公民的言论自由，不是媒体所有者的新闻自 

由。新闻自由不是给那些拥有媒体的人自由，而 

是把媒体变成一个人民论坛。随着媒体产业的发 

展和媒体市场化的发达，注意力已经成为各类媒 

体和广告商最终追求的稀有资源。一旦一种东西 

变为稀有资源，必须接受公共部门的管理，以确保 

公众利益。例如 1912年美国政府对广播频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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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始于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对泰塔尼克号求救 

信号的干扰。在注意力日益成为媒体获得巨额利 

润的环境中，公众利益和公众安全应该高于媒体 

旨在获得注意力和影响力的报道权。新闻自由保 

护的是听众、读者、观众和网民的言论自由，而不 

是媒体所有者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原则应该被 

用来防止媒体的所有者和管理层践踏新闻自由， 

防止媒体剥夺人民的新闻自由。媒体要给每一个 

受攻击者同样的篇幅予以回击。新闻自由不是媒 

体随意散布信息的自由，而是满足人民了解真情 

实况的自由。 

既然新闻自由是每个公民的政治权利，公共 

管理部门就应该保护人民的新闻自由权利，确保 

新闻报道的信息来源的多样性、声音的多样性、观 

点的多样性、信息的准确性和新闻的真实性。政 

府的媒体政策应该能够保障一个多样的、平衡的、 

公正的和真实的新闻报道环境，确保公众能用不 

偏不倚的头脑阅读两边的观点，确保新闻自由属 

于公共和全体人民的，而不仅属于那些空喊新闻 

自由的人，更不仅属于那些媒体的拥有者。作为 

公共新闻学，记者的作用不仅仅是无情的丑闻揭 

露者，更是作为这个社区的一名公民，为解决好社 

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对话的论坛，按照公民的真 

正需求去报道新闻。这是一种对每一个公民负责 

任的新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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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S Media Strategies in a Changing Media Landscape 

LI Xiguang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Studies，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 

Abstract：The government is faced with fl new media environment：the weakening of the main traditional media and the rising of 

the market—oriented media，the universal low quality of news and reports，news uniformity and identical quality，the traditional 

news value giving way tO the production value of news，the selection of news to be reported and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prejudices 

against news，news media becoming fl political fight，etc．In this increasingly commercialized media environment of China，the 

Chinese government must take a brand new media strategy in handling the press：governing with news instead of ruling by propa— 

g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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