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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营”和“新闻”的泾渭分明保证了新闻不受商业主义的

浸染，这是美国等西方新闻媒体所坚守的原则。在西方，新闻

专业主义从来就与商业主义势不两立。比如，美国的新闻媒

体在经营上彻头彻尾地奉行商业化路线，美国国内的新闻媒

体没有一家是官办的（官办的宣传媒体不允许对国内广播），

都是高度私有化的商业企业，因此就有人错误地认为美国的

新闻媒体是完全的商业机构，根本的原因就是错在“完全”二

字上。经济学理论主张商业主义在经营活动中的合法地位，

然而商业的合法地位只在经营活动中得以确认，它在新闻业

务上并不具有合法性，就是说商业主义并不允许渗入编辑

部，这也许就是新闻业与一般商业企业的最大不同。著名的报

人普利策曾经明确指出：“商业主义在报业经营中具有合法性

的地位，但它仅限于经理部。如果商业主义侵犯了编辑部，它

便成为必然的堕落与危险。一旦发行人仅仅注意商业利益，那

将是报纸道德力量的结束。”④“教堂的崇高地位正在迅速坍

塌，资本家成为报业的主人，经理人员取代了主笔的地位。商

业主义侵犯了编辑部，发行人仅仅注意商业利益。”⑤ 虽然普利

策的话不幸成了事实，但美国等西方新闻媒体编辑部的独立

性并没有丧失，被喻为“教堂”的编辑部在被喻为“国家”的经

营权的包围下依然坚不可摧。虽然西方的新闻媒体因为商业

主义的浸染而多为人诟病，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西方国家

的新闻媒体都在誓死保持编辑部独立，使新闻不受政治集

团、经济集团或其它利益集团的影响。比如在美国，媒介所有

者在职业纪律和道德原则的约束下，主动或被动地必须严格

尊重内部的编辑权，媒体因此可以骄傲地做到面对不同的受

众生产各种思想、意见、立场和“新闻”产品。《时代周刊》创办

人卢斯认同普利策的观点，他说：“新闻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社

会责任，其次才是利润。”⑥

因此，西方国家新闻媒体在编辑业务上并非奉行商业主

义，只有在经营上才执行完全的商业化路线。有论者指出：作

为美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大众媒介内部“国家”（经营权）与“教

堂”（编辑权）之分使新闻媒介的运作表现为有限市场驱动模

式。⑦因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新闻媒体实行的也是“有限

商业媒介体制”。显然，这与我国实行的“有限商业媒介体制”

有实质上的不同，因为我国媒介的经济基础是完全国有制

的，而西方是以高度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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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 26 日，台湾 TVBS 电视台

(无线卫星电视台) 播出了一则长达数分钟

的“独家新闻”：画面中，自称是台中市某 3
宗枪击案开枪人的黑道分子周政保端坐镜

头前，公然亮出数支强大火力的枪支，并不

时将枪支举起，对准镜头示威，向绰号“大

头荣”的老大刘瑞荣呛声(喊话)，表达对刘

氏行径的极度不满，并扬言要予以狙杀。除

此之外，该则新闻还配有详细的背景资料

介绍等。新闻一经播出，便受到广泛关注。

TVBS 的新闻收视率迅速蹿升至当日新闻

收视率的榜首，其它电视台也相继播放该

新闻，引起岛内社会的不安。由于事态严

重，台警方开始介入调查。面对来自各方的

压力，28 日晚上，TVBS 坦承，经内部清查，

发现录像带是由该台记者史镇康受周政保

之邀自行前往拍摄的，并非如此前所述乃

歹徒拍摄后寄给电视台的。所谓“独家新

闻”竟是自拍自导的假新闻，消息一出，岛

内舆论为之哗然，纷纷指责这种严重违反

新闻职业伦理的行为。

TVBS 黑道光碟呛声事件余波未平，台

湾媒体再度传出造假丑闻：5 月初，三立电

视台制作、播出的“二·二八”事件 60 周年

的专题片，被揭露竟将国民党军队在上海

街头行刑的场景资料移植为 1947 年 2 月

28 日国民党军队在台湾枪杀台湾民众的

画面。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这部专题片共

13 集，播出时间是今年 3 月 3 日到 7 日。

引发造假风波的是一段约 20 秒的黑白纪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从经济、政治、

行业自律与他律等方面分析造成台湾媒体

新闻道德缺失的原因，强调媒体应担负起

相应的社会责任，坚守自己的新闻道德底

线。

【关 键 词】 台湾媒体 新闻道德

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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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片：画面中连续出现了军人将囚犯当街枪决的情景，场面

残忍、内容骇人。在三立电视台的特别报道中，这段画面出现

了六、七次，且制作单位还在画面左上方打上“二·二八走过

一甲子，血染基隆港，码头屠杀纪实”的字幕。然而，经岛内相

关专家查证，这段画面与“二·二八事件”无任何关系。如此移

花接木、瞒天过海，自然在岛内引起轩然大波。

短短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台湾媒体竟相继爆出两则轰

动全岛的造假新闻，叫人侧目。民众对台湾媒体仅存的信任

进一步地受到侵蚀。在台湾“国立师范大学”的一次民意调查

中，32% 的受访民众认为媒体是台湾最大的乱源之一。媒体

作为监督社会的公器，竟成了社会混乱的根源，这样的结果

令人哭笑不得。可这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已成了台湾的现实。

台湾的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常常被认为是混乱的化身，“媒

介乱象”一词如今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对台湾媒体生态最

精辟的描述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番接连出现的新闻造假事件，

从表面上看，是由于个别电视台和新闻从业人员的工作“失

误”所致，实则不然。在这背后，应该看到的是台湾社会长期

以来形成的“独特”的媒介环境所带来的无形力量：

一、收视挂帅 “独家”作祟

台湾《劲报》总编辑吴戈卿曾有过这样的评论：“美国只

有一个 CNN，台湾却有 10 多个 24 小时的新闻与财经频道，

堪称世界奇迹。”寥寥数语，便将台湾媒体所面临的激烈竞争

展示于人前。的确，台湾媒体由于数量过多，与其人口和面积

不成比例。僧多粥少的局面，使得台湾高度商业化的媒体为

了生存，竞争意识十分强烈，然而，台湾的新闻资源毕竟有

限，为了在复杂的竞争环境中求生存，各媒体便使尽浑身解

数，“抢夺”新闻，追求刺激，更有甚者，为了追求“独家效应”，

不惜铤而走险，炮制新闻。而当谎言被揭穿之时，台湾各家媒

体只是一味忙着讨伐竞争对手，毫无集体反思的自觉性。如

此下去，可以预见，当对手把罚款缴了、总经理换了，台湾媒

体仍将“外甥打灯笼———照舅（旧）”。

二、党派归属 有失公正

自 20 世纪 50 年代至今，台湾经历了所谓的媒体“改造

运动”，媒体日益多元化，但媒体受政党左右的情况仍十分严

重，特别是民进党从在野党转变为执政党后，其染指、争夺、

控制媒体资源的行动的轨迹十分明显。他们通过修订法律、

执政资源、金钱控制等手段“绿化”媒体，为自身利益服务。此

次三立电视台的造假事件便牵出了节目背后的官方背景：

“三立”是台湾的一个亲绿电视台，此次“二二八事件”60 周年

专题片就是台湾当局斥资 90 多万新台币委托三立电视台制

作的。在台湾地区两大政党正为下届“总统”选举厉兵秣马之

际抛出这一专题片，名曰纪念“二二八”，实则如何，不得而

知。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带有党派色彩的媒体，其公信力是值

得质疑的。为了服务于其所归属党派的利益，三立“移花接

木”，令观众不知不觉地走进编导为他们预设好的陷阱中。然

而，谎言毕竟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当它被揭穿后，三立此

举无异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三、自律不严 他律无力

台湾的媒体常标榜它们享有高度的新闻自由，殊不知，

新闻自由是大众赋予媒体及其从业人员严肃而神圣的权力

与责任。媒体从业人员必须恪守新闻道德，公正不阿地传播

新闻，满足大众的知情权。纵使是向大众传递微末的生活小

消息，也应慎重地查证消息来源，据实报道。然而，从上述两

起造假事件看，台湾的一些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已将传统的新

闻自律规范抛诸脑后，视新闻道德为儿戏。在这种情况下，为

了在新闻纪律和自由之间取得平衡，台湾效仿西方一些国家

的做法，于去年成立了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却具有公权力

的“通讯传播委员会”（NCC）。TVBS 和三立造假新闻被曝光

之后，在对这两家媒体的惩治上，NCC 曾不遗余力发挥自己

的作用。然而，面对岛内不同政治势力的角逐，NCC 所做出的

裁决受到了各方的质疑，这使 NCC 腹背受敌，在监管职能的

发挥上显得十分苍白无力。

早在 1948 年，传播学大师拉斯韦尔在其著作《传播在社

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就提出，大众传媒的首要职能就是监

视环境。这就要求大众传媒必须全面、准确、客观地反映现实

社会的真实情景，再现周围世界的面貌及其发展历程。当今

世界越来越纷繁复杂，人们已经很难直接去感知、理解和把

握周围的现实世界。他们生活在媒介所带来的拟态环境之

中。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人们把大众传媒

看作是自己的眼、耳、鼻、舌和皮肤的延伸，将媒介对新闻事

件的报道视为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基于他们对媒介操守的

信任，他们还为此付出了自己的金钱、时间和情感。因此，媒

介有绝对的义务对公众负责，尽一切努力筛选出真实的并对

社会和公众有益的信息。缺失新闻道德的媒体是危险的，真

实性是媒介获得影响力的立身之本，也是大众传播媒介承担

其社会责任的基础所在。它应该成为所有新闻从业者的第一

伦理道德规范。在大众媒体日益发挥强大功能的今天，任何

违反真实性原则的行为都可能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

将台湾社会的动荡全都归咎于台湾媒体，这或许有失偏

颇。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台湾的媒介乱象的确存在，而且若

不加以有效控制和引导，将有愈演愈烈之势。应该如何处理

好新闻自由与新闻道德、市场压力与社会责任、独立自主与

政党依附、自律与他律这几者之间的关系，使台湾的媒体事

业走上健康发展的良性轨道已成为摆在台湾媒体面前亟待

解决的问题。台湾媒体将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美]罗恩·史密斯著、李青藜译：《新闻道德评价》，新华出

版社 2001 年 9 月第一版

2、李瞻 ：《新闻道德》，台湾三民书局 1987 年 9 月九月增

订版

3、陈绚：《新闻道德与法规：对媒介行为规范的思考》，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4、张辉：《民进党是如何绿化台湾媒体的》，《漳州职业大学

学报》2004- 2
5、叶 再 春 ：《现 代 性 视 域 中 的 台 湾 媒 体 与 政 府———以

“TVBS VS 台湾当局”为例》，《现代传播》2006 年第 3 期

6、傅亦军：《台湾媒体掠影》，《新闻实践》2003- 4

7、洪彬：《从“抢新闻”到“炮制新闻”———由“陈启礼被释放

出境”看台湾媒体报道》，《两岸关系》2001- 10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林水钊）

特
别
策
划
︱
海
峡
传
播

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