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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新闻业与媒体自律的博弈
###以.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为视角!

温济聪

"浙江大学 传播研究所#浙江 杭州 G#""!N%

摘D要!具有 #HN 年历史的英国.世界新闻报/因陷入窃听丑闻而停刊% 在默多克*市场

新闻业,的办报理念下$突破了新闻伦理和法律的界限$对新闻自由+民主制度+新闻独立均造

成了极大的破坏力% 媒体自律机构对市场新闻业的艰难抗衡以前者的失败而告终% 这些教训

对中国内地媒体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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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年 K 月 #" 日!具有 #HN 年历史(拥有

KM" 万%忠实&读者的英国著名报纸.世界新闻

报/因陷入窃听丑闻而停刊!这条消息不但在英

国国内掀起轩然大波!甚至震惊了世界# 最后一

期的.世界新闻报/在第三页刊登整版社论!为其

深陷电话窃听丑闻事件向广大读者道歉# %简单

地说!我们迷失了方向#&声明说*%$他人'通话遭

窃听!报社为这件事真诚道歉11这种可怕的错

误行为没有任何借口!给受害者带来痛苦11&

据英国媒体报道!在 #G 岁少女米莉5杜勒

$ 5̂//9R+c/7('!""! 年失踪之后的几天!.世界新

闻报/雇佣的私家侦探侵入她的手机语音信箱!

删除信息!造成杜勒仍活着的假象!引发干涉英警

方调查的指责# 杜勒的遗体在 H 个月后寻获!调

查结果显示其在侦探入侵手机时已遭人谋杀#

.世界新闻报/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报纸2

此前英国.卫报/对它的窃听丑闻也屡有报道!为

何都以经济赔偿等公关手段平息事态!而偏偏这

次却不能再次侥幸逃脱2 这份小报究竟侵犯了民

众什么权利2 媒体从业者的%社会良知&和法律

法规意识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其背后扭

曲的现代市场业文化娱乐生态!则更加令人深思#

一&市场新闻业视阈下-世界新闻报.

报道特征与表现

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存在着两套不同的规范!

一套是新闻规范!另一套则是市场规范# 所谓新

闻规范!指的是%新闻应当能够向社会公众提供

关于环境变动的尽可能多的信息!使其知情!进而

作出合理决策!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

+#,而市场

规范!则是争取传媒市场与利润的最大化!一方面

媒介股票的持有者寻求在最短时间内获得利益的

最大化!另一方面媒介企业本身也需增加自己的

利润!不断兼并扩张并发展壮大# 然而!两种规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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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冲突的时候!后者常常压制了前者!并在市场

新闻业的视阈下诠释着极具市场化的特征与

表现#

"一%不惜利用一切手段迎合并取悦受众是

默多克新闻观的重要体现

不惜利用一切手段迎合并取悦读者是传媒大

亨默多克的新闻观!也是他几十年掌舵西方传媒

的%成功之道&和此次.世界新闻报/发生窃听事

件后败走麦城的主要原因之一#

加拿大著名传播政治经济学家斯麦兹早在

#%M# 年就提出!商营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产品是

受众的注意力!而 #%KK 年他发表了.传播*西方马

克思主义的盲点/一文!标志着其受众商品理论

的形成# 在他来看! %垄断资本主义之下无休闲!

大多数人在非睡眠以外的时间!都是工作时间&!

%职业以外的工作时间!最大宗的要算是卖给广

告商的时间# 卖的人!并不是工作者本身!而是大

众传播媒介# 谁人生产这个商品2 大众传播媒

介!借着外显与暗藏的广告与0节目-素材!建构

了这些资产阶级传播理论家所醉心的市场&#

+!,

媒介(受众(广告商三者通过互动与沟通协作!最

终使受众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使其为资本主

义的广告商创造了巨大的需求!维系并扩大了资

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 显然!默多克是深谙此

道的#

一个媒体拥有的受众数量越多!便会有更大

的政经影响力!越能吸引更多的政商高端人士的

关注!只有这样才会吸引到更多的广告客户!牟取

更多的利润# 在传媒大亨默多克看来!媒体就是

要提供能够吸引受众眼球的新闻!而新闻的题材

和内容的社会价值则是显得不为重要# 他这种不

惜利用一切手段迎合并取悦受众的新闻观甚至一

度影响了其旗下主流大报的新闻风格#

普通大众普遍存在%墨镜效应&的社会心理!

都希望自己戴着墨镜!躲在后面观看其他人!%满

足&和%使用&%看客&的心理窥私欲# .世界新闻

报/等小报媒体长期以来养成的专挖隐私(揭露

名人丑闻的报道传统!亦是投公众之所好# 该报

的记者使用卧底(钓鱼(窃听(掏钱买内幕等手段

挖出了很多极具爆炸性的%猛料&!被称为%全英

名人第一刽子手&# !"#" 年 M 月!.世界新闻报/

用其擅长的%钓鱼术& $即由记者冒充各种人物!

去挖掘名人的阴暗面'欺骗了台球名将希金斯!

该报记者伪装成阿拉伯富商!向希金斯提出了打

假球的要求!希金斯不仅欣然同意!还主动报价

G" 万欧元作为%回报&# 这一%猛料&公之于众

后!希金斯遭到国际台联调查甚至停赛惩罚#

默多克收购.世界新闻报/后!该报开始走

%花大钱买大新闻&路子# 在众多新闻事件中!

.世界新闻报/的记者都是通过花钱向当事人购

买线索而获得独家新闻# 原来的.世界新闻报/

网站上就有专门%买新闻&的链接!%买一间新厨

房(买一辆新轿车!带你的家人去旅游"""你的故

事就值一笔财富!我们买单#&

+G,从英国王室成员

到体育明星!从大牌教练到政府高官!.世界新闻

报/不时会做出轰动性(爆炸性的新闻报道!从而

在英国众多小报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星期天小

报之王&#

"二%新闻 )小报化*是市场新闻业的显著

特征

新闻%小报化&是市场新闻业的主要特征之

一!也是默多克新闻集团的惯用手段# %小报风

格&是指一种以追求趣味性(煽情性(故事性为主

的模式化新闻叙述风格!同时因片面追求叙事生

动而往往偏离新闻业的客观性标准等专业主义精

神# .世界新闻报/的报道内容将名人轶事和流

言蜚语取代了正规的严肃类新闻!并以市井百姓

喜闻乐见的生活趣事替代了重要国际性事件的报

道!并表现出新闻报道的精短性(鲜明的私人性(

着重视觉效果等特征# 虽然.世界新闻报/一直

标榜自己%平民化&的报道倾向!宣扬其面向社会

底层这一符合众多百姓利益的政治倾向# 但是!

与英国历史上激进报刊偏重于政治新闻(政治评

论以及正气(端正文风不同的是!它更注重的是政

界(商界(体育界以及娱乐圈的丑闻(趣闻等八卦

消息#

早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它的这种办报方式

不仅顺应了英国废除知识税后新闻业产业化的趋

势!亦使它取得令人瞩目的市场业绩*创办不久!

每期销量就超过了 # 万份# 到 #%M" 年!.世界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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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报/成为当时世界上销量最大的报纸之一# 尤

其是 #%H% 年默多克接手.世界新闻报/之后!在

%黄色新闻&的道路上愈走愈远# 譬如!#%%K 年 N

月 G# 日!英国戴安娜王妃在法国出车祸去世!该

报抓住时机进行长篇幅报道!并想尽一切办法试

图挖出其中的所有内幕# 至此!皇家新闻逐渐成

为该报的主角# !""# 年采访英国索菲王妃(公开

澄清爱德华王子不是g&S)!""K 年 $ 月又独家曝

料威廉王子和女友凯特分手# 与此同时!.世界

新闻报/在曝光体育明星丑闻方面亦威风八面*

最早报道 !""N 年北京奥运会%八金王&菲尔普斯

吸食大麻的猛料!猛料曝光体育大鳄老虎伍兹的

性丑闻# 所有这些独家并富有戏剧性的新闻报

道!让.世界新闻报/一时风光无限!以致 !"## 年

$ 月 M 日一举夺得英国报业大奖之%年度最佳娱

乐新闻记者&(%最佳新闻记者&(%最佳视觉效果&

和%最佳独家新闻&四项大奖# 在西方新闻界!媒

体记者拥有%第四权力&!.世界新闻报/就是一个

始终%秉承&并乱用第四权力理念的新闻媒体#

在长期的经营中!这份报纸形成了一种独特的

%扒粪&性格!将制作耸人听闻的新闻作为自己的

采访以及报道风格# 倘若按照.世界新闻报/负

责人的说法!就是%要让周末休息的读者坐在舒

服的沙发上!满足窥探的欲望#&而从新闻编辑业

务的新闻实践角度来说!%小报化&的策略顺应了

当今数字化读图时代的受众阅读习惯!使它迥异

于主流大报的编辑风格!对普通大众有极大的吸

引力和附着力#

"三%经营方式!做生意而不是做新闻

%传媒&成为%传媒业&!%传媒人&成为%传媒

商人&!默多克从不掩饰办报纸首先不是为了赢

得虚荣的尊敬# 他很实际地将.华尔街日报/收

进自己的版图时!直截了当地对该报的编辑记者

洗脑*%别再为赢得普利策奖写文章了#&他指出*

%如果.华尔街日报/也刊登三版女郎的照片!我

敢肯定它的读者中也会有 ;̂&#&

众所周知! 默多克旗下媒体的主体利润来源

集团的是商业运营!并购与扩张!目前市值多达

$H" 亿美元!而默多克在欧洲(北美(澳洲(亚洲等

地扩张的目的即是要获取传媒业的垄断地位# 根

据截至 !"#" 年 H 月 G" 日的默多克新闻集团的

!"#" 财务金融分析年报显示!目前新闻集团由八

大运营部门构成!囊括电影娱乐(电视(有线网络(

直播卫星电视(报纸与信息服务(图书发行以及整

合营销服务(其他部门构成# 在这些机构部门中!

报纸和信息服务业务占新闻集团营收利润的比重

为 #Nf!而 % 年前该比重则为 G"f# 虽然报纸和

新闻服务仍被纳入该集团增收的三大支柱!但这

一部分的增收主要来自于外汇变动的差价收益!

业已不是新闻集团的核心业务# 事实上!上述种

种数据亦可从某种程度上显示!即使没有.世界

新闻报/窃听丑闻的曝光!传统纸媒在该集团中

的地位似乎也没有了过往的风光!业已不是其主

要盈利收入的赚取渠道之一# 默多克更像一个聪

明狡猾%生意人&!而不是在做专业主义范畴下的

新闻事业#

二&英国媒介自律组织的发展现状及

作用

众所周知!西方媒体有不同的体制!广播电视

有公营$譬如 ;;1(1;1等'和民营两种体制!而

报纸全部是民营# 它们的职能是向公众及时提供

新闻信息!满足民众了解外部世界的信息需求#

西方媒体大多都能遵循国际同行公认的职业道德

和职业规范!但确实也有一些传媒!出于眼前的利

益的考虑而不遵循职业道德和规范!譬如默多克

旗下的.世界新闻报/#

.世界新闻报/%窃听门&丑闻之所以如此受

到英国政府(民众以及世界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反映出整个英国社会和传媒界对违反职业道

德和规范行为的%零容忍&# 抑或是有对违反新

闻职业道德行为%零容忍&的态度和决心!才能有

类似%窃听电话&的丑闻不断地被揭发!从而最终

引起全国乃至全球轰动!导致这份具有 #HN 年历

史的畅销小报停刊# 这也揭示出英国的报业自律

组织 1̀1$报刊投诉委员会'在其中发挥了较好

的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英国传媒业比其他国家的同

行更注重媒体自律!其媒体自律的约束和发展在

西方国家里面也是比较成熟的# 英国新闻传播业

界成立了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多个监督机构*譬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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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成立的皇家新闻委员会之下的报刊评议会!

以及现今英国报业的全国性新闻仲裁机构"""报

刊投诉委员会$ 1̀1'和全国记者联盟道德委员会

等等# 广播电视方面有;;1规章(独立广播委员

会节目标准等自律标准# 报刊投诉委员会$ 1̀1'

的.编辑执业守则/$A:5?+(<1+:7+0̀(.8?587'亦可

成为保护公民权益和规范市场化媒体运营的守则

标准之一# 这个文件的主要目标是设置保护隐私

的边界# 它虽然只是自律性规范而并无法律效

力!但却是目前最详细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保护隐

私的文件# 该%守则&共有 #H 个条文中涉及保护

公民隐私的在 #%%# 年制定之初有 N 条!如今有 %

条!!" 年间修改了 G" 余次#

在 1̀1成立 !" 年来的工作亦可说是有成效

的# 该委员会由业内和业外两部分人士组成# 它

的工作范围涵盖了英国 %Kf以上的报刊!接受涉

及这些报刊的公众投诉# 它的衡量标准是.编辑

业务守则/!使用的主要手段是调解解决 $(7L

<+/>7'!即通过 1̀1工作人员对投诉人与被投诉

报刊的沟通与调和!并采取一定方式譬如公开更

正(公开或私下的道歉等方式来消除有负面信息

的报道以及由此造成的不良影响等等# 倘若调节

无效!则发布一个裁决$.:J,:58.?5+-'对违规者予

以谴责# 据相关数据分析每年 1̀1所收到的投

诉中!有关新闻报道不真实(不客观的投诉约占总

数的四分之三!涉及隐私的则约占总数的五分之

一# 应该说!在英国! 1̀1给民众提供了解决新闻

纠纷除了诉讼之外的另一个有效的途径#

三&市场新闻业与媒体自律的博弈

"一%媒体自律对市场新闻业的艰难抗衡

虽然报刊投诉委员会 1̀1在大多媒体负面

事件的处理上起到了较好的正面作用!但是与在

.世界新闻报/市场化的进程进行博弈中! 1̀1仍

显得%力不从心&# 今年因.世界新闻报/丑闻升

级直至停刊!公众对于 1̀1自律机制的指责更加

升温# 英国在野工党领袖则表示!%现在表明媒

介通过 1̀1实行自律的这种规范方式是失败的!

需要全面改革# 需要一个更加独立的(新的机构

来重振英国新闻界的声誉#&另一位工党议员则

声言!舆论普遍认为 1̀1作为自律工具!业已失

去作用# 这种自律体制已经被用来保护 1̀1最

有权势的成员的自我利益# 而首相卡梅伦$R)

1._7(+-'也指出!%仅仅依靠 1̀1这样的组织来

实现媒体自我监管是不太现实的!现在需要一个

全新的机制!这个机制必须真正独立!即独立于传

媒!也独立于政府#&

+$,

针对 1̀1近来在处理类似.世界新闻报/等

小报窃听丑闻的事件中的表现及作用!英国国会

文化(传媒和体育委员会 $1,/?,(7! 7̂:5..-:

@'+(?<1+__5??77'业已于 !"#" 年 ! 月发布报告#

该报告认为相比于法律规制!媒介自律有其优越

性!应当予以坚持!也充分肯定了 1̀1在扮演协

调人这一角色所取得的成功# 但是不可否认的

是! 1̀1缺少力度!并且没有足够的独立性!没有

完全坚持守则标准!而且对于某些重大事件反应

比较迟缓!亦并没有采取适当调查行动!尤其在电

子办公(简化投诉处理程序以及职能划分等方面

仍有改进和提高的空间# 该委员会建议 1̀1应

该拥有对严重违规行为罚款的权力# 尤其是对于

一些非常严重的事件! 1̀1还应有禁止刊发侵权

报道的最终决定权# 英国著名报刊.卫报/也多

次发表文章!指责 1̀1对关于窃听的投诉处理不

当!并有偏袒报业之嫌#

诚然! 1̀1自律这种方式可能只能适用于愿

意奉行%守则&规约的%君子&报刊!而对于像.世

界新闻报/那样为了寻求曝料一手信息可以不择

手段甚至不惜践踏法律和人权的小报来说!仅仅

依靠说服沟通(毫无强制力的%守则&是并无多大

效果的# 由此来看!媒体自律对市场新闻业的博

弈中!前者远远约束不了后者的%市场化战略&#

"二%市场新闻业博弈胜利带来的恶果

首先!.世界新闻报/这一窃听事件是对公民

人权的侵犯# 公众普遍存在%墨镜效应&的社会

心理# 英国媒体长期以来养成的专挖隐私(揭名

人丑闻的报道传统!也是迎合广大民众之所好#

然而如今!.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将公众从幕后

推上前台!使其成为被侵权的对象!公众关注点和

心理欲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根据著名学者马斯

洛需求理论!当最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要受到威

胁时!民众的身体和精神上将受到双重伤害!对于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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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窃听的不合理性(违法性有了较大的负面情

绪!从而奋起捍卫自己的权利#

%人权&的含义十分广泛!而其中包含的一种

基本的人格权就是隐私权!即民众享有的私人生

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并且不被他人非

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权利# 因此!世

界各国的法律和地方法规都对公民的隐私权实施

重要保护# 另一方面!公众人物!即那些在一定时

间和空间范围内具有比较重要影响!并且与公众

利益直接相关从而为人们所广泛知晓和关注的人

物!又必须纳入媒体的监督之下# 因此!西方国家

有所谓的%名人无隐私&之说# 所以在今年 K 月

.卫报/曝光.世界新闻报/于 !""! 年非法窃听失

踪少女米莉5道勒及其家人的电话(扰乱警方破

案之前!英国人以娱乐休闲的心态阅读.世界新

闻报/上的各种名人爆料!往往比较容易原谅甚

至赞赏该报此前的%名人窃听&# 而米莉5道勒

这一事件却大大改变了人们对%窃听&的态度#

该报的窃听行为极大地伤害了这个悲剧的家庭!

缺乏对人性的最基本的尊重# 更为重要的是!这

让英国民众突然意识到!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能

成为.世界新闻报/等小报的攻击目标!民众都开

始担心自己的隐私安全!人心惶惶#

这一事件除了对民众隐私权的侵犯以外!对

公民个体自由权利的侵犯与践踏也值得关注# 作

为西方近现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观念之一!自由

主义并非悬在空中!它的产生(发展以及演变过程

均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 早期自由主义的诞

生深受启蒙运动等改革潮流的影响!其要点是对

人的主体价值的发现与尊重# 然而!公民个体的

自由又是如何体现的呢2 %如果这个领域被践

踏!个人将会发现他自己处于一种甚至对于他的

自然能力的最低限度发展也嫌狭窄的空间

中&#

+M,在这次.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事件中!该

报在强调新闻自由的同时!践踏了公民个体的自

由"""自由远远不是媒体独享的权利!公众更有

保有隐私的自由和权利# 而.世界新闻报/所强

调的以自身利益为目标的所谓%新闻自由&已经

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自由权# 无论是对被绑架

#G 岁女孩的窃听!还是对英国皇室成员的窃听!

无不是对个人自由权利的僭越!这也是窃听事件

引起英国社会公众激愤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这一窃听事件是对伦理底线的挑战#

.世界新闻报/以名人新闻(丑闻(八卦消息等报

道为卖点!%揭秘报道&也是这家%小报&畅销的原

因之一# 的确!.世界新闻报/的揭丑报道无所不

包!给人的印象堪称新闻界的%堂5吉诃德&# 而

问题偏偏在于!新闻报道揭露世界的假(丑(恶!应

当秉持一种激浊扬清(刮骨疗毒的社会责任意识!

只有这样方能使揭丑报道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

然而!事情往往过犹不及!该报靠低俗打市场!但

低俗过了底线!直至走向恶俗!不惜以违背伦理的

恶劣行为去获取和传播秘闻及丑闻!这就伤害到

了社会公众心中最柔弱的一块领地#

据英国媒体同行报道!.世界新闻报/窃听的

对象已经从名人政要扩展至失踪儿童(恐怖袭击

受害者甚至驻阿富汗英军阵亡士兵的家属#

即使是英国首相的患病儿子也不放过# 前首

相布朗的儿子不幸罹患一种罕见的疾病!这本来

是一种令人痛心的隐私!但.世界新闻报/竟然通

过窃听而无情传播!以致对受害者本人和家属带

来%二次伤害&# 妇女儿童(伤者死者!这些弱势

群体在当今世界的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受到同情

和帮助的对象!关爱他们是人类伦理的常识!而保

护他们是人类伦理的底线# 但是!.世界新闻报/却

无情地恶意践踏这条伦理底线!把媒体人放到了与

民众对立的位置上!这真是利令智昏!咎由自取#

四&-世界新闻报.停刊给我国传媒带

来的启示

"一%要用合法合乎道德伦理的手段获取&报

道新闻

.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事件给我们的教训

是*要采用合法且合乎道德伦理的手段获取新闻#

!""M 年中宣部关于.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

实施办法/第四条第四点规定*%通过合法和正当

的途径获取新闻素材!不得采取非法和不道德的

手段进行采访报道# 不搞隐蔽拍摄(录音#&暗访

中的偷拍偷录已经被法律法规明确禁止# 窃听当

属违法行为!不得用于新闻采访与报道# 根据国

际同行公认的职业规范!媒体原则上不能使用暗

访这类不符合一般道德与伦理规范要求的手段获

取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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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大陆地区的一些新闻记者不择

手段地挖掘能够吸引公众眼球的爆炸性新闻!妨

碍警方调查和司法公正的事情经常出现!他们不

顾及受害者及其亲属的感受进行跟踪采访报道#

甚至有一些电视台(报社(广播电台(网站等传媒

机构默许记者随意采用介入式暗访!鼓励伪装身

份的%钓鱼&采访和偷拍偷录# 这些不道德的做

法实际上业已将职业行为凌驾于一般社会道德和

法律之上#

诚然!记者的职责就是向社会大众报道有价

值的新闻信息!而且重要的是获得信息的手段一

定要合法!不能侵犯公民的隐私和自由!亦要符合

基本的道德和伦理规范# 窃听是暗访的一种重要

形式之一# 目前我国大陆传媒较为普遍地采用

%暗访&这种非常规的采访手段!其性质其实与英

国.世界新闻报/等小报的窃听行为没有太大的

本质区别# 目前传媒上出现的各种暗访!%"f以

上都可以通过正常的采访方式获得!只不过内容

可能会没有暗访的方式那么精彩(刺激!而且需要

记者花费很多工夫# 现在国内存在的较多暗访现

象大多是由于记者的懒惰造成的!因为通过正当

途径采访难度大而且耗时较长!需要记者有较高

超的提问技巧以及较强的沟通能力和精湛(周密

的采访策略!并且要承担一定风险#

对于各种不符合伦理道德甚至违法犯罪的采

访手段!我们应该学习英国公众对新闻违法的

%零容忍&态度!将违法媒体机构和记者抓住不

放!穷追到底!一定要确保当事人受到惩处# 在中

国大陆!法律规定只有公安机关(国家安全人员经

过批准才有权窃听# 通过.世界新闻报/窃听丑

闻事件!中国大陆媒体务必要在观念上真正懂得!

窃听是传媒做不得的事情!原则上亦不能轻易采

用# 改变部分中国记者以暗访为荣的观念!可能

比制止一次违法违规的采访报道更为重要#

"二%加强媒体间的相互监督#有助于新闻业

维护自身声誉

此次英国.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被揭露并

在全球广泛传播!得益于同国著名报刊.卫报/的

调查与揭露# 姑且暂不谈.卫报/的动机如何!该

报此举客观上成为媒体的自净之举!对于维护媒

体声誉居功至伟# 诚然!媒体间的自揭短处!并不

会因此损害媒体的形象!反而恰恰会令公众对媒

体更存信任甚至感激# 倘若媒体可以以自身的污

浊示人!定会赢得更多公众的信任而不是批评与

厌烦#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媒体业内存在着一些

为人所知的%潜规则&# 但不管%防火防盗防记

者&成为当下如何时尚的社会流行语!却很少见

到我国媒体自身站出来揭短或互相诚恳批评# 缺

乏自我净化功能与媒体自律缺失!是造成我国大

陆媒体声誉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此来看!加强我国媒体自我净化功能与增

强媒体自律意识!是可以提升我国大陆媒体声誉

的重要方式之一# 加强媒体间的相互监督!可以

使我国的媒体的行为和报道更加客观(公正(真

实(可靠#

"三%防止)媒体寻租*#杜绝)有偿新闻*和

)有偿不闻*

所谓%媒体寻租&是权力寻租的方式之一#

权力寻租即是将权力商品化!抑或是以权力为资

本!去参与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最终谋取金钱和

物质利益# 而%媒体寻租&最基本的方式便是利

用新闻报道权!来达到向报道对象%寻租&的目

的# 它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假借曝光之名威

胁(敲诈勒索被报道对象)另一种则为报道对象胡

编乱造!大肆吹捧!以获取经济回报# 除此之外!

还有变相的拉赞助(拉广告(收礼品(到企业做兼

职(参加企业出钱的旅游活动!等等 #

依笔者之见!当今中国大陆地区新闻媒体的

伦理问题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在于%有偿新闻&和

%有偿不闻&# 特别是后者!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

势!甚至出现了专门%铲稿&的专业化公司!并且

有的媒体以%设租&的心态去做调查性报道!刊发

后待别人来%铲稿&!以求欺诈勒索!骗取金钱#

针对这一负面现象!继续深化媒介体制改革!让媒

体脱离与权力的粘连!使其成为真正%独立&的现

代企业!方为治本之策#

"四%我国媒体不但应该遵守法律法规#还应

该在文化审美上有更高的追求

通过.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事件!我们应该

认识到!新闻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的问题不是小

事一桩!而是涉及媒体能否长远发展的大事# 如

今我国传媒偷拍偷录现象十分普遍)然而更可怕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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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相当多的媒体机构和一线记者对此不以为

耻!反以为荣!这种是非颠倒的认识!可能会导致

类似.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行为的再现# 法律

只看行为!不问动机!偷听偷录(媒体寻租等行为

已经触犯我国的刑律# 所以!加强我国有关媒体

伦理道德的法律法规建设!加大立法力度和监督

强度势在必行#

当前!我国媒体的新闻报道在文化审美方面

有较大缺陷# 由于我国媒体机构数量众多!同质

化又很严重!媒体之间的竞争往往陷入无序甚至

恶性循环之中# 为了吸引受众的眼球!一些媒体

把隐私当催化剂!热衷于报道大大小小的花边新

闻!对影视娱乐大腕(体育明星(社会名流(商贾富

豪不惜笔墨!抓到一点点隐私便如获至宝不惜捕

风捉影(添油加醋!无所不用其极# 譬如说两个同

性肢体接触一下!就可能被某些%小报&媒体说成

是%断背&# 近年来!在诸如%王菲生子&(%张柏芝

离婚&等爆炸性娱乐新闻中!有些媒体记者甚至

使用非法手段追逐所谓的%独家新闻&(%爆炸新

闻&# 有的媒体热衷于%先发布(后纠正&!上演可

视性极强的%连续剧&!引发国内外全民%围观&#

因此!此次.世界新闻报/因窃听丑闻而停刊

这一事件!为我国大陆新闻业敲响了警钟# 作为

中国当代传媒!不但应该遵守法律法规!还应该在

文化审美上有更高的追求# 媒体不仅仅是信息发

布的平台!更是文化载体!不仅仅要传播知识!还

应该塑造社会高尚的精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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