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代的发展促进了信息的传播，然而媒体信息和网络信息的快速传播使得虚假新闻、低俗新闻等产生。
研究不文明新闻传播的表现形式和产生原因必不可少。不文明新闻主要存在于新闻的传播中，其形式五花八
门、种类繁多、无中生有、虚构新闻等，而产生的原因也复杂多样，其中最主要的是新闻职业道德的缺失。探讨
虚假新闻产生的原因及其加以控制，对于遏制虚假新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者 鲁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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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公共文明素养、普及基本常识系列报道 新闻传播文明之

树立正确新闻观，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随着现代传媒业的飞速发展，
被称为传媒痼疾的虚假新闻不时出
现，且造假的手段多种多样。例如
2008年 9月 11日，《京华时报》刊载
题为《招行投资永隆浮亏百亿港元》
的消息，由于该报记者对香港永隆银
行的股价数据采集有误，得出招商银
行浮亏逾百亿港元的错误结论，造成
报道严重失实。该报道成为招商银
行当日股价暴跌的诱因之一，并带动

银行股板块整体下跌，当日招行A股
流通市值损失 127.5亿元，H股下跌
5.16%。虚假新闻产生的原因复杂多
样，其中最主要的是新闻职业道德的
缺失。探讨虚假新闻产生的原因及
其加以控制，对于遏制虚假新闻有
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虚假新闻的表现形式五花八
门、种类繁多、无中生有，虚构新闻
是最恶劣的新闻造假方法。由于这

些新闻都是作者根据自己的主观想
象，迎合受众的猎奇心理，在报道的
过程中有意识地加进一些虚构成
分，以此提升新闻的“卖点”，因此往
往容易刊播和引起轰动效应。譬如
2007年 7月 8日北京电视台《透明
度》栏目播出的《纸馅包子》的节目
即是典型。此类假新闻没有丝毫事
实根据，经不起事实考证，其制假手
段极其卑劣。

低俗新闻主要是指新闻记者及
其所在媒体单纯以增加发行量、收听
率、收视率、点击率等为目的，放弃社
会责任，突破新闻伦理底线，所报道

的片面迎合受众低级趣味的新闻。
低俗新闻表现为一味追求娱乐

化、明星化、惊悚化、情色化、猎奇
化、审丑化。

如何有效控制
虚假新闻的产生

美国现代新闻之父普利策说过：“只有
最高尚的理想，最严谨追求真理的热望，最
正确的丰富知识以及最忠诚的道德责任
感，才能将新闻事业从商业利益的臣属，自
私自利的追求以及社会利益的敌对上拯救
出来。”

最大限度地遏制虚假新闻的产生，可
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强化社会监督是
有效遏制虚假新闻产生的基本保障。“绝对
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理论在新闻
界同样适用。要维护新闻真实性原则，新
闻媒体及新闻从业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群众
的监督。同时加强对新闻传播的监管，加
强新闻立法，使新闻行业行为有更多的法
律依据。

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是有效遏制虚
假新闻产生的关键所在。首先，要提高认
识，增强坚持真实性原则的自觉性，树立正
确的新闻观，自觉遵循新闻职业道德原则与
要求，并将其转化为正确的职业行为。只有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闻工作者职业道
德缺失的问题，杜绝虚假新闻。

其次，一个具有新闻职业道德修养的
人要自觉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
出发，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把全部新闻工作
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每个新闻从
业人员都应当以此为原则和标准来检验自
己的工作，审视自己的新闻实践活动是否
做到了实事求是，是否做到了全面、准确地
报道新闻，是否符合客观实际。

最后，要增强法制观念，防止新闻侵
权。新闻媒介及新闻工作者应当增强法制
观念，掌握好“法”与“非法”的界限，自觉遵
守国家的各种法律、法规，尊重法人和公民
的各项合法权益，防止在新闻报道中出现
违反法律、法规和侵权、毁誉现象。

另外，新闻媒介及新闻工作者应当增
强责任感和道德意识，自觉堵塞造成新闻
失实的各种漏洞。真正有效遏制虚假新闻
的产生。

虚假新闻五花八门

低俗新闻一味追求猎奇

新闻炒作有意虚构新闻
新闻炒作一般指新闻媒体为

吸引公众“眼球”，实现最终的经
济利润或其他利益，有意虚构新
闻事件，刻意介入新闻事件，或

者把一些不具有新闻价值的事
件局部放大，通过媒体有计划、
有组织地实施渲染方式报道的
行为。

■相关链接

文明素养提升通俗读本中的
新闻传播文明有哪些？

遵守党和国家相关法规、宣传纪律。保证新闻报道的及
时快速、真实准确，不能在群众中传播虚假、不真实、未经核实
的言论。不播出未经审查的广播电视节目。坚持正确的舆论
导向，不炒作、不跟风、不媚俗，不迎合低级趣味，唱响和谐主
旋律，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