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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寄生现象观察
武福臣 ,刘庆军

(邯郸日报社 ,河北 邯郸 056000)

　　[摘　要 ]一些人与媒体无关或媒体自身发展并不需要但却依托媒体的经济实力或社会影
响力谋生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媒体自身的健康发展。寄生现象分为游离层 、松散层 、紧
密层 、核心层四个层次。这四个层次表现为:假冒记者 ,敲诈勒索;“稿件制作工厂 ”,骗取稿酬;
所谓自由撰稿人 ,追求稿件见报率以获得稿费 ,捕风捉影 、无中生有编造假新闻;通讯员搞有偿
新闻 ,招聘人员以记者身份谋取不当利益 ,还有的传统媒体行政人员缺乏敬业精神而勉为其难 。

解决媒体寄生问题 ,就必须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和职业道德感 、社会责任感 ,深化媒体
管理机制 、人事制度改革 ,让寄生者 “无从下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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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生是自然界一种奇妙而有趣的生存方式 ,它是
指一种生物依附在另一种生物的体内或体表 ,从中吸
取养分维持自己的生活。比如动物中的蛔虫 、蛲虫 、跳
蚤 ,植物中的菟丝子等 。其实 ,不光是自然界 ,自古以
来 ,人类社会的寄生现象也很普遍 ,不同的是 ,人们总
是把自然界的寄生现象作为一种趣谈 ,而对社会生活
中的寄生现象则很鄙夷。

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生活中 ,能够被选择为生
存的依托而寄生其中的 ,自然都是相对而言营养较为
富足的生物体。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近年来 ,我国的
新闻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 ,新闻媒体的经济实力大大
增强 ,社会地位和影响力迅速提高。于是 ,一些人便把
新闻媒体作为 “寄生 ”的重要目标 ,媒体的寄生现象也
随之产生。基于这种认识 ,本文所述的媒体寄生现象
是指:在社会生活中 ,一些人与媒体无关或媒体自身发
展并不需要但却依托媒体的经济实力或社会影响力谋
生存的现象 。毫无疑问 ,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媒体自身的健康发展 ,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关切和
重视。但是 ,在笔者的视野所及 ,至少从目前来看 ,对
媒体寄生现象 ,学界并未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 ,业界也
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这里 ,
笔者根据近年来的观察和分析 ,按照程度和方式的不
同 ,套用企业集团的组织形式 ,粗略地把媒体寄生现象
分为游离层 、松散层 、紧密层 、核心层四个层次。下面
分而述之:

一 、游离层

游离层:媒体寄生的游离层 ,是指与媒体本身并无
任何直接关系或者仅有虚无漂缈的联系 ,但却以某种
方式依托媒体生活的现象 。可归入这一层次的大约有
这样几种情况:

(一)层出不穷 、屡禁不止的假记者现象
这些年 ,一些人从媒体的社会影响力 ,尤其是媒体

在舆论监督中较为强势的表现中窥出了 “商机”,他们

利用一些单位害怕媒体舆论监督的心理 ,假冒记者 ,演
出了一幕幕敲诈勒索的丑剧。这种现象虽与媒体本身

无涉 ,但敲诈者借助的却是媒体的社会影响力 ,这就必
然使媒体的形象有所折损 ,因而媒体必须给予足够的
关注 。

(二)“稿件制作工厂 ”现象
此现象以江苏的射阳等地最为典型 。一些人钻媒

体(主要是地方报媒)用稿方式的空子 ,把赚取媒体的
稿费当作自己的 “职业”,他们在对媒体的稿件需求情
况进行了一番研究后 ,开起了 “稿件制作工厂 ”。具体
做法为 ,把甲报的稿件剪辑后投往乙报 ,乙报稿件重新
打印后投往丙报。不过 ,稿件的作者姓名却以化名的

形式换成了 “工厂主 ”自己 。他们生产这种 “产品 ”的
目的 ,就是利用不同媒体在地域 、时间等方面的差异 ,
骗取稿酬 。据说 ,近年来 ,由于媒体逐渐认识到了这个
问题 ,这些 “稿件制作工厂”的生意大不如前了。

(三)缺乏自律的所谓自由撰稿人

自由撰稿人的出现大大丰富了媒体的稿源 ,但是 ,
不可否认的是 ,其中一些人为了追求稿件见报率以获
得稿费 ,捕风捉影 、无中生有地编造假新闻的现象也时
有发生。这些现象令媒体防不胜防。上述三种情况的
共同之处在于 ,寄生者虽然是靠媒体生存 ,但与媒体本

身的关系较 “远 ”,因而我们把它们划作媒体寄生现象
的游离层 。

二 、松散层

松散层:如果说游离层寄生现象中寄生者相对于
媒体来说是处于 “游离”状态的话 ,那么松散层寄生人
员与媒体的关系就有了一定的 “进步” ,而且某种情况

下还比较密切。笔者给媒体寄生松散层界定的范围
是:寄生者与媒体关系较为密切但并无隶属关系或媒
体的子报 、子刊 、子台(频道)自行聘用或雇用的人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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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媒体谋取不法利益者 。前者主要指媒体的通讯员
队伍或其他与媒体关系密切者 ,后者的内涵很明确 ,不
必多加解释 。应当肯定的是 ,这两类人员中的大多数
人在媒体近年来的发展过程中贡献良多 ,尤其是媒体
的通讯员队伍 ,更是媒体长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依托。
但是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 ,其中确有一些人以媒体的名
义 ,或以与媒体关系密切 ,帮助单位或个人刊发稿件 、
联系采访为诱饵 ,骗取钱物。近年来 ,有一种最典型的
引起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媒体寄生现象 ,那就是有偿
新闻现象。有偿新闻让主管部门和媒体都十分头痛 ,
社会各界十分厌恶 ,但却长时间得不到有效治理。如
果我们静下心来仔细地研究一下有偿新闻现象 ,可以
发现 ,在绝大多数的有偿新闻案例中 ,都有松散层寄生
者的影子。在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的作用是:“掮客 ”。

三 、紧密层

紧密层:比起游离层和松散层寄生人员 ,紧密层寄
生人员与媒体的关系更进了一步 。所谓紧密层寄生人
员 ,是指与媒体有直接聘用关系的采编人员中依靠媒
体谋取不法利益者 。近年来 ,我国的新闻事业发展很
快 ,传统媒体的迅速发展 ,新媒体的迅速成长与扩张 ,
使媒体的人才需求剧增。但是 ,囿于现有人事体制 ,媒
体的人才需求往往得不到满足。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
题 ,许多媒体采取了招聘的办法 ,这类招聘人员与媒体
原有人员 ,即所谓的 “正式人员”虽然在名义上同为招
聘人员 ,但因为编制的原因 ,其实身份大不相同 ,随之
而来的待遇也大不相同 。在近年来媒体的发展中 ,非
正式编制的招聘人员付出了巨大的辛苦和努力 ,但他
们的待遇需求却常常被人不同程度地忽视 。在这样的
背景下 ,一些人由于自身素质的原因 ,开始降低对自身
道德水准和纪律观念的要求 ,以自身的记者身份谋取
不当利益。在前述媒体有偿新闻现象中 ,紧密层寄生
者都是积极的参与者 ,同时 ,紧密层寄生者由于对自身
在媒体中境遇和地位的不满 ,开始主动地要么寻求有
偿新闻的机会 ,要么寻求利用手中新闻报道方面的便
利 ,积极地介入一些新闻当事人的纠纷中 ,利用自己的
记者身份 ,采取讹诈 、威胁等手段 ,谋取不当利益。前
不久闹得沸沸扬扬的 “纸馅包子 ”事件 ,其始作俑者 ,据
说是北京电视台的一位招聘记者 ,其行为的目的最终
确定为制作 “假新闻 ”。虽然这种假新闻与 “游离层 ”
寄生人员制造的假新闻有某种程度上的区别 ,但该记
者的行为无疑也是寄生行为的一种 ,我们可以按造假
者与媒体的关系将其归入紧密层。作为媒体中人 ,笔
者认为 ,与前述游离层 、松散层寄生人员不同的是 ,紧
密层寄生人员大都为媒体近几年的发展付出了艰辛的

努力 ,这种努力令人尊敬 。对紧密层寄生人员在自身
待遇和其它利益方面的诉求 ,笔者也给予充分理解 ,并
呼吁有关部门和单位给予充分的重视 ,尽快解决。但
是 ,对其利用工作的便利 ,谋取不当利益的 “寄生 ”行为
则断断不敢苟同 。

四 、核心层

核心层:有关研究表明 ,在媒体发展过程中的每一
个阶段 ,确保其健康快速发展所需要的人员规模以及
这种人员规模中采编 、行政及其他人员的多少均有一
个合理的比例 ,超过这个比例者便不为媒体所需要 。
因此 ,本文所述的媒体寄生的核心层 ,是指媒体的所谓
正式编制人员中媒体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并不需要的那
部分人。近年来 ,由于媒体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提
升 ,一些人为了达到 “分得一杯羹 ”的目的 ,千方百计地
通过或明或暗各种渠道到新闻单位工作 ,这使媒体供
养的人数激增 ,负担大大加重 。这些人中 ,包括媒体的
原有人员中 ,确有一技之长 ,为媒体发展所需要者固然
不少 ,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媒体的生存与发展并不需
要的 ,这部分人就是本文所说的核心层寄生人员 。目
前 ,核心层寄生现象在传统媒体中表现十分突出 ,在新
兴媒体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根据笔者观察 ,媒体
的核心层寄生人员 ,主要集中在媒体的行政人员中 ,当
前 ,许多传统媒体行政人员人满为患 、人浮于事的现
象 ,就是这种寄生现象的具体表现。同时 ,在媒体的采
编队伍中 ,也有一部分因为能力不济或缺乏敬业精神
而勉为其难 、忝居其位者 ,他们均 “荣列 ”核心层寄生人
员之列。核心层寄生行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是有偿
新闻 。如同前述的松散层 、紧密层寄生人员一样 ,核心
层寄生人员在新闻界屡禁不止的有偿新闻现象中也
“表现不俗”。其中 ,非采编人员在有偿新闻现象中的
充当的角色与松散层寄生人员相似 ,即 “掮客 ”;而采编
人员则直接从事着有偿新闻活动 ,给媒体的社会形象
带来了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 。

综上所述 ,我们对媒体寄生现象进行了粗线条 、渐
进式的分析。这种分析让我们从一个新颖的角度对近
年来影响媒体健康发展的多种因素及其成因有了一个
较为系统的了解。如果说自然界的寄生现象中寄生者
对其寄生的主体还有一定的裨益的话 ,媒体寄生现象
中的寄生者对媒体本身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当前 ,
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正经历着一个关键时期 ,敏锐的
论者称之为 “拐点 ”。在这样的时期 ,有效解决媒体的
寄生现象就显得尤其重要。笔者以为 ,解决媒体的寄
生问题 ,我们首先必须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 “三项教
育”活动 ,努力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思想素质 、政治素
质 、业务素质 ,增强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感 、社会责任
感。其次 ,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要在科学严谨的调查研
究基础之上 ,积极深化媒体管理机制 、人事制度等方面
的改革 ,从各个方面严格防控 ,最终达到让寄生者 “无
从下嘴”的目的。如此 ,我国的新闻事业必定能够在新
的时代背景下更加稳健地前行。

[参考文献 ]

[ 1]朱文丰.如何更好地防止假新闻事件的发生 ———对《纽约

时报》假新闻事件的反思 [Ｊ] .中华传媒网学术网 , 2010-
10-07.

[ 2]喻国明.拐点中的传媒抉择 [Ｎ] .经济日报 , 2007-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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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族成员被挡在仕途之外。而且由于门荫制度的局
限 ,位至五品以上官者只有三人 ,第十代和第十一代已
无人人能达到五品以上官 。至此该家支连门荫入仕的
资格也已丧失 ,其门户亦随之完全衰落下去。其次 ,濮
阳宇文氏家族的兴衰也与该家族的家风和成员政治素
质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上所考 ,宇文盛身处北魏末年
的乱世 ,凭借军功入仕 ,颇能把握当时的政治形势 ,并
在宇文泰建立西魏政权的过程中参与了一系列的重要
战役。特别是在宇文泰死后 ,宇文盛积极配合宇文护
压制勋贵的政策 ,通过举报赵贵谋反一事获得了位至
正九命的官爵 。宇文盛之子宇文述更进一步 ,凭借为
晋王杨广夺宗出谋划策 ,在隋炀帝时期更是被称为 “五
贵 ”之一 。宇文述之子宇文士及也具有相当敏锐的政
治眼光 ,早在大业年间 ,宇文士及就曾结好时任殿内少
监的李渊 ,与其谈论天下事。入唐后 ,宇文士及成为李
世民的部下 ,在武德九年随李世民参加了玄武门之变。
唐太宗即位后因功升为三省长官之一的中书令。因
此 ,宇文盛 、宇文述和宇文士及祖孙三代是该家支中最
杰出的代表人物 ,从这三代人身上可以清晰的看出该
家族的家风 ,即通过政治投机获得高官 。众所周知参
与政治投机是需要敏锐的政治洞察力 ,同时唐代皇太
子地位的不稳定给政治投机分子很多机会 。但自宇文
士及之后 ,在历次重大政变中均看不到该家族的成员
参与。这说明该家族第七代至第十一代成员的政治素
质明显下降 ,再也没有诞生像宇文述 、宇文士及那样拥
有敏锐的政治嗅觉的人物 ,因而其仕宦状况自然是每
况愈下 ,以致最终不得不推出政治舞台。

最后 ,我们再对濮阳宇文氏家族的婚姻关系试作分
析。据前文所考 ,该家族通婚关系共十例 ,列表如下:

[注释 ]

①《河东郡夫人墓志 》中记载其 “曾祖崇嗣 , 皇尚辇奉御 、殿中
监 、郢国公 。”并没有宇文士及的名字 ,但从其曾祖的爵位可知
为宇文士及嫡系。宇文士及在武德三年后娶宗室之女寿光县
主 ,而《新唐书》卷 109《宗楚客传》记载 , 宗楚客神龙初被封为
郢国公。故宇文崇嗣死亡时间应不会晚于神龙年间 , 神龙元
年距武德三年有八十五年。所以宇文士及与宇文崇嗣之间应
还有一代较为合理。

②《独孤府君夫人墓志》记载 “……女弟之适 , 皆在禁垣。”女弟
指墓主的妹妹 , 禁垣指皇宫。 由此可知该家族有一女儿嫁入
皇宫为妃。另外墓主死于建中三年 , 故其生前应在代宗时期 ,
所以其妹也应为代宗妃。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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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吴钢 .全唐文补遗(第二辑)[Ｍ] .三秦出版社 , 1995.
[ 3]吴钢 .全唐文补遗(第三辑)[Ｍ] .三秦出版社 , 1996.
[ 4]吴钢 .全唐文补遗(第七辑)[Ｍ] .三秦出版社 ,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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