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S15 – 媒体工作者

第一场 

中方的视点

● 未来三大挑战 -跟时间赛跑（时效） -言论自由 -非新闻工作者和业内人士在信息供应方面达到平衡。

● 网络成为除 µçÊÓÖ®外 ÈËÃÇ×î³£ÓÃµÄÃ½½é¡£

● 中国大多数记者还是共产党员。但有改变的趋势。

● 中国的官方媒体跟共产党一样都与时俱进。

● 中国的媒体仍旧依附于政府，但是它们也在慢慢走向独立。

● 以前，中国的新闻审查取决于意识形态，而如今取决于具体利益。

● 媒体 成为当今民主进程的动力。

● 信息传播信息交流满足了大众言论表达的需要。

● 经济自由化创造了私营媒体和国有媒体共存的机会，中国媒体也因此更活跃。

● 网络新闻十分活跃，但与服务性和娱乐性信息增多相反的是，公益，政治，社会或者经济方面的信息却在减少。

● 在中国，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比 15 年前灵活多了。

● 中国没有任何关于记者的义务和责任的规章制度，也没有新闻法。

● 非新闻工作者提供的信息量一直在增长，但是这些信息没有被核实。

● 新闻的新功能：信息分类和新闻评论

● 媒体越来越关注公民的日常生活。

● 最近，新闻媒体从业者团结应对威胁的能力增强。

● 当今的焦点：获取信息，参与公众讨论
●



欧方向中方提出的问题

● 中国的媒体仍然是政府的喉舌么？

● 媒体在中国民主进程中扮演什么角色

● 中国是否存在与媒体规范以及新闻传播出版权相关的法律？

● 中国言论自由底线在哪里？

● 中国的报纸是否存在“读者来信”专栏？



第二场
欧方的视点

● 传统媒体受众的减少

● 媒体：传统意义上是政府的看门狗。

● 媒体有营造与事实相左的舆论的倾向。

● 公众言论空间增大

● 媒体受市场需求的限制

● 媒体内容单一化趋势

● 新闻失去了调查、研究、细心写作的时间

● 在民主进程化的国家里，规范媒体的法规必不可少。

● 无论记者，公众还是统治阶层都应有国家意识。

● 传媒业主集权化现象

●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媒体，不同的欧洲国家，其媒体性质和作用也各有千秋。

● （媒体）需要注入新的活力去争取最基本的新闻自由。

● 少数族裔记者开始关注当下社会问题

● 为公众提供来源多样化信息的重要性和题目的多元化

● 广告的爆炸性增长挤占了新闻编辑的版面。

● 第四权力神话被打破

● 媒体本质及其公益性的丧失

● 随着既得信息的增多，挖掘性信息却在减少。

● 新迹象：非职业记者提供信息



● 我们的新闻记者虽参与民主建设的进程，但积极性大不如前。

● 在大的媒体集团内部也允许拥有与政府相左的呼声。

● 媒体只有自主盈利才能保证其自身的独立性。

● 欧洲公众服务的传统

● 我们要注重内容的转变，而不仅仅是其形式。

中方向欧方提出的问题

● 到底有没有那种会反对集权跟垄断的媒体存在？如果有，如何反对？

● 媒体被外资集团收购后会带来那些后果？



第三场

中国社会与欧洲社会的共通之处

● 我们记者失去了调查、研究、悉心写作的时间

● 对被外资企业收购后的新闻媒体受制于前者所产生的影响的反思

● 媒体应该争取编辑方针以及财务运作上的独立性。

● 政治、市场经济、公众对媒体的压力

● 公众的支持

● 谁来监督作为政府“看门狗” 的媒体呢？

● 回复到新闻行业的基本守则：保持中立和诚信

● 如何兼顾责任跟自由？

● 广告收入对媒体生存的重要性与媒体编辑方针可能受制于广告客户的矛盾

● 公众有知情权, 政府得保障记者传播信息的权利

中国社会与欧洲社会的不同之处

● 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决定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

● 公益的概念

● 新闻自由限度的性质与程度不同

● 只能以西方从业规范为标准



第四场 

并肩携手,迎接共同的挑战

● 继续新闻人责任的对话

● 在网络平台上继续对话

● 在这些问题上继续双方对话

● 在当地增加通讯员数量

● 促进现场采访

● 注重（大学或者新闻学校）新闻教育以及职业记者交流制度的建立

● 更好的培养新闻记者，使他们成为对话的推动者

● 求同存异，积极对话

● 媒体有满足不同公众群体知情权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