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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闻舆论监督是大众传媒的神圣责任 ,是保证社会向着良性发展的不可或缺的

传播机制。它位于传播生态的大气候下 ,必然受制于传播生态规律和原则的影响和制约 。新

闻舆论监督体现了传播最小量规律 、传播适度性规律 、传播互动性规律和传播生态的平衡性规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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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闻舆论监督和传播生态

舆论(public opinion)一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使用太频繁了 ,因为太过熟悉 ,人们对于它的科学

概念反而习焉不察 、很难准确界定 。在一般情况下 ,新闻舆论建构在舆论之下 ,指的是由新闻媒介通过

传播新闻事实的方式而形成的舆论 。新闻舆论的主体是新闻舆论的承担者和制造者 ,在比较狭窄的意

义上 ,通常人们称之为新闻媒体或“新闻人” 、“媒体人” ,包括记者 、编辑以及利用并通过媒介表达自己意

见的某些活跃的“意见领袖” [ 1](第 14页)。新闻舆论监督属于以新闻媒介掌控者为主体 、以党和政府以

及社会生活的不良现象或违法乱纪行为为客体 ,对于公众舆论具有引导作用的社会控制的范畴 。与公

众舆论的自在状态不同 ,新闻舆论是一种自为的意见表达方式 ,是新闻舆论主体有意识 、有计划 、有目的

地对公众舆论进行的引导 。

舆论监督这个词来源于英语“Watchdog” ,意思是“监视者” 、“看门狗” 、“警犬” ,用以比喻媒介对风

云变幻的社会现实时刻保持警觉 , 及时提醒世人注意暗礁和险滩。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有一句名

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的船 ,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 ,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

一切 ,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 ,及时发出警报” 。适合当前我国基本国情的新闻舆论监督可以

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理想状态的舆论监督 , “就是将行政 、立法 、司法以及一切社会性的决策和实施过

程置于人民群众的理性监督之下 ,实现其社会操作的`白箱化' ” [ 2](第 33 页),这是我们一直努力为之奋

斗的目标;另一种是通俗而现实意义上的新闻舆论监督 ,即“新闻媒介根据群众的意见和议论 ,运用新闻

报道的方式 ,对不合乎法律 、纪律 、道德的行为进行报道 ,以促进其转变的监督方式。其主要对象是掌握

有主要社会资源的有关权力部门”
[ 3]
(第 8 页),这是目前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现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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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生态 ,通常是指在一个生物群落及其生存发展的系统之中 ,各种因素的相互关联制约所达到的

相对的平衡结构 。传播生态(ecolog y communica tion)则是指处于情景之中的传播活动或过程。美国亚

利桑那大学法学院教授戴威·阿什德(David L.Altheide)认为 ,传播生态指的是各种论坛 、媒介和信息

渠道的结构 、组织与可接近性[ 4](第 2 页),是传播系统内部的组织 、构成 、冲突及其与个体 、人群 、社会大

环境之间的互动与演化
[ 5]
(第 14页)。传播生态系统可以大致分为受众系统 、媒介系统以及社会系统三

大部分。

新闻舆论监督是一种传播活动 , 它是通过新闻媒介引导广大受众参与 , 从而形成舆论气候

(climate),造成舆论压力 ,以此对传播环境(即社会系统)起到监视和制约的作用。它属于一种社会控

制的范畴 。在对社会环境系统进行监视的过程中 ,新闻舆论监督不可避免地受到传播生态原则和规律

的影响和制约。

二 、新闻舆论监督应遵循的传播生态学原则

(一)传播最小量规律

1840年德国化学家李比希(J.Liebig)研究发现 ,限制植物生长的因素并不是需要量大的自然界中

丰富的物质 ,如水和 CO2 ,而是一些需要量小的微量元素如硼的影响 。他指出植物的生长取决于那些处

于最少量的营养元素
[ 5]
(第 87-88 页)。这就像是木桶原理所谓的 ,决定木桶装多少水的是最短的那块木

板的高度 。舆论监督尽管在整个新闻报道的量上只是很小一部分 ,并不占多数 ,但是 ,其重要性和价值

却是不可低估的 。

我国的新闻报道一向以正面报道为主 , “突出社会的积极部分或光明一面 ,它的基调是提倡和鼓励

的 ,它倡导某种现象或观念 ,以保持一定的社会道德水平和社会秩序 ,它强调平衡 、和睦和稳定” [ 6](第 48

页)。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 ,这些倡导光明 、歌颂英雄 、鼓励先进的新闻报道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立下

了汗马功劳 ,对于营造一个良好向上的社会风气 、鼓舞人民的革命热情 、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了巨

大作用。当前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今天的新闻实践当中仍然是行之有效 、不可更改的基本方针 ,也

是新闻媒体党性和人民性的重要体现。

然而 ,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并不是不要新闻舆论监督 ,不是只许说形势一派大

好 ,不许揭露批评丑恶和错误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逐渐认识到了歌颂赞美的正面报道固然能营造积

极向上的社会氛围 ,而批评暴露的新闻舆论监督对净化社会风气所起的作用也是无法替代的。从某种

程度上来说 ,在新闻舆论监督的压力下所产生的正面效应反而更强。对黑暗丑陋现象的有力鞭笞 ,正是

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社会的热情向往 。基于这种认识 ,中国的新闻改革开始自上而下大力推进 ,新闻舆论

监督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开展起来 ,涌现出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栏目 ,如央视的《焦点访谈》 、《新闻调查》 ,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纵横》 , 《中国青年报》的《冰点》等等 ,在社会上反响强烈 。老百姓拍手称快 ,

不法分子诚惶诚恐 , “不怕上告 ,就怕上报” 。《焦点访谈》门前甚至排起了两条长队 ,一队告状的;一队说

情的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应了新闻舆论监督的巨大威力。朱熔基总理专门为《焦点访谈》题词:“舆论监

督 ,群众喉舌 、政府镜鉴 、改革尖兵” ,为新闻舆论监督吹响了进军的号角。

(二)传播适度性规律

从生态学方面来看 ,阳光雨露是禾苗生长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 。但是 ,过度的照射会带来枯萎 、过

多的雨水会造成泛滥 ,凡事应注意适度 ,所谓“过犹不及” 。无论是孔子还是亚里士多德 ,中西方都认为

应采取“中庸之道”。亚里士多德强调适度或节制 ,他说“正如智慧是指善于推理 ,适度就是善于生活。”

当然 ,这种中庸不是简单机械的平均主义 ,它“不但指数量上正确 ,还包括发生在合适的时间 、对于恰当

的人 ,为了正确的理由 ,并且采取了适当的方式”
[ 7]
(第 14页)。希腊人对雕塑中的美学对称 ,投标枪时中

间点是离底部五分之四的位置 ,钉钉子时是十分之九的原则 ,都是对这种适度性规律的一种生动的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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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新闻舆论监督亦是如此 ,在报道的量以及每一报道的质等方面都应遵循适度的原则。

新闻舆论监督的适度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数量的适度;一个是力量的适度。近几年来 ,

随着我国新闻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新闻舆论监督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多 、力度越来越大 ,这是好事情 。它

有利于打破旧的思维定势 ,恢复新闻的信息本位以及环境监测功能 ,使新闻事业焕发出本身所特有的生

机和活力 。在新闻舆论监督下 ,一大批腐败行为得以曝光 ,对于净化社会风气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

是 ,新闻舆论监督如果超过了一定的量和度 ,就会引起导向的偏差。西方新闻媒体为了追逐利润 ,一味

追求轰动效应 ,报纸上充斥了谋杀 、犯罪 、暴力等等 ,新闻报道大大超出了它们在实际生活中的正常比

例 ,许多读者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他们呼吁:“请新闻记者们给我们些亮色 , 这世界亟需一些好消

息!”
[ 6]
(第 50 页)

在力度的把握上也应注意掌握好分寸 ,努力做到尽职而不越位 、帮忙而不添乱。“舆论监督是一柄

双刃剑 。监督对了 ,可以取得正面的积极效应;监督错了 ,也将产生负面的消极效应” [ 8](第 17 页)。比如

媒介在孙志刚案件处理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最终促使全国人大废除了实行多年的收容审查

制度 ,代之以救助办法 ,并在宪法中加入了保障人权的条款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 ,另一方面也应

注意到 ,媒介对于张金柱案件的非理性渲染也影响了法律审判的理性和刚性 ,结果导致罪不致死的张金

柱在新闻界一片喊杀声中最后走上了刑场。这个深刻教训值得我们今天反省和深思 。

(三)传播互动性规律

从传播过程来看 ,新闻舆论监督由主体 、客体 、受众三部分组成 ,这三部分构成了一个彼此依赖 、相

互作用的系统。新闻舆论监督的主体是新闻工作者 ,客体是掌握社会公共资源的人或部门。新闻舆论

监督实际上是作为主体的媒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公众进行监督 ,所反映的一般来说都是群众的呼声 ,是

受众所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 ,比如贪污腐败 、官僚主义 、滥用职权等等 ,是民情的代言人 ,是“群众喉舌”。

客体 ,也就是被监督的对象 ,并不是完全被动的 ,而是能对主体行使新闻舆论监督权利产生直接的影响。

客体如果虚心接受批评 、对新闻舆论监督态度积极 ,主动整改 ,那么舆论监督就起到了非常好的社会效

果 ,不仅能看见打雷 ,而且能看到下雨 ,广大受众也会满意 。主体的这种正态度也能促进新闻舆论监督

更好地开展。反之 ,如果新闻舆论监督客体态度消极 ,对主体百般阻挠 ,抵触情绪大 ,甚至打击报复 ,就

会直接影响新闻舆论监督的有效进行 ,民情不能得到通畅的表达 ,社会影响消极 ,受众也不会满意 。需

要指出的是 ,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主体和客体从根本上说不是二元对立的 ,而是本着一个目标 ,都是为

了把工作搞好 ,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

(四)传播平衡性规律

“生态平衡就是指生态系统各组成部分的内部或相互之间 ,在长期的发展演化过程中 ,通过相互制

约 、转化 、补偿 、交换及适应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相互协调的动态平衡关系”
[ 5]
(第 120 页)。“媒介是`社会

公器' 和`国家喉舌' ,它在大众传播中的任何生态失控或失衡都会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产生极其巨大的

影响 ,对已经形成的生态平衡关系造成破坏”[ 9](第 21 页)。

新闻报道的平衡是媒介生态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 ,主要体现在信息的平衡与对称 。媒体在报道中

应尽量提供多方面的信息 、多方面的观点 ,使受众能比较广泛全面地接触新闻事实 ,从而做出准确 、科学

的判断 ,维护公众的知情权。新闻舆论监督正是实现这种平衡的有效手段 ,它有助于打破中国社会根深

蒂固的“家长制” 、“一言堂” 、“权力崇拜”等等现象 ,对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是一个有力的制衡 ,从而激发

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 ,真正实现人民的当家作主 。

新闻舆论监督的平衡性还表现在:在舆论监督的广度上 ,不仅把矛头指向社会 、经济和道德方面 ,

而且还要勇于面对难度更大的有关权力运作的政治方面 。在深度上 ,不仅能揭露和批评一般平常司空

见惯的丑恶现象 ,而且还应该有寻根探源 、向纵深挖掘的勇气。这样的监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舆论

监督 ,才是我们社会所真正需要的新闻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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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舆论监督是大众传媒的神圣责任 ,是保证社会向着良性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传播机制。它位于

传播生态的大气候下 ,所以 ,必然受制于传播生态规律和原则的影响和制约 。从传播生态的角度审视新

闻舆论监督 ,有助于深入理解新闻舆论监督的本质特点 、内涵和意义 ,有助于用全局的视野和发展的眼

光来看待新闻舆论监督 ,从而使新闻舆论监督与社会发展走上一个和谐 、健康的发展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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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pervision is the sacred responsibi li ty of mass media. It is an ess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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