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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诞生于美国的报刊社会责任理论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新闻事业占主导地位的

新闻理论。作为对传统的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的修正与补救 ,该理论的形成 ,是美国进入垄断资

本主义以后社会在政治 、经济 、文化诸方面发生深刻变革的结果 ,而美国新闻事业出现的相应

变化则造就了该理论诞生的具体环境。由于垄断报业的出现 ,导致传统的报刊自由主义理论

发生危机 ,而由此促成的媒介自律意识的兴起和政府干预媒介的成功实践 ,催生了报刊社会责

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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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0世纪 ,在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的报刊理论首先在美国被修正 ,并逐

渐被一种新的报刊理论———社会责任论所取代。与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相比 ,社会责任论强调自由是

与责任和义务相联系的 ,在社会上享有新闻自由权利和巨大社会影响力的新闻事业必须承担起相应的

社会责任 ,并以这些责任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如新闻媒介不能承担责任 ,政府就应该加以干预 。这

一理论代表着在媒体进入垄断时代后 ,社会对传媒功能与地位的一次重新认识 ,是对传统的自由主义理

论的一次修正与补救 。对于这一观念上的巨大变革 ,只有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才能正确理解 。

一 、社会责任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作为社会责任理论的诞生地 ,美国从 19世纪 70年代到 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社会变迁是该理论提

出的宏观背景。

大约在 19世纪 70年代前后 ,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世界开始了划时代的转变 ,逐渐从自由竞争走向

垄断 ,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变革。

(一)政府权力的演变

当垄断的托拉斯组织从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引起了公众的猜疑和敌视 。由农业传统养成的美国人

的信念是:商业单位应该是小规模的 ,竞争应该是绝对自由的 ,机会应该是人人平等的。在公众的眼里 ,

托拉斯是源于贪婪的罪恶阴谋的产物。但是 ,面对组织严密 、势力强大的托拉斯 ,公众个人是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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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他们寄希望于政府对托拉斯加以制裁。

当反对托拉斯已逐渐成为遍及全国的普遍情绪 ,到 1888年大选时 ,所有重要政党在其竞选纲领中

都插入了一些反托拉斯内容 ,国会中也提出了反托拉斯法案 。1890年 ,来自俄亥俄州的约翰·谢尔曼参

议员提出的法案被通过 ,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反托拉斯法———“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该法律禁止妨

碍州际贸易的一切合并 、独占或企图独占的行为 ,并规定了几项强制性的执行和惩处的办法。

从 1901年上台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历届联邦政府 ,都不断加强对垄

断企业的打击和控制 ,大力加强政府在经济领域中的权力。

一战结束后 ,美国进入了“喧嚣的 20年代” 。由于在战争中发了横财 ,美国成为国际上头号商品和

资本输出国家。美国的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声称:经济危机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中保

守主义占据上风 。哈定政府和柯立芝政府都执行极端放任主义的政策 ,政府不再积极干预私人企业 ,而

企业界广为流传的口号是“企业界所受政府干涉宜少 ,政府部门有企业界人士的参与宜多” 。由于政府

放宽反托拉斯法的规定 ,兼并和独占已成为无法遏止之势 ,且规模更为庞大 ,使得美国生产和资本高度

集中 ,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发展得十分尖锐 ,终于引发了 1929年至 1933 年的经济危

机。危机中 ,大量企业破产 ,失业者激增 ,而银行的纷纷倒闭 ,使得无数投资者和存款人变得一无所有。

在美国政治和经济制度面临崩溃的时候 ,1933年上台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开始实行称之为“新

政”的改革 。在他的领导集体内部 ,已经确认经济集中的趋势是无法逆转的 ,它已经把古典经济学家所

说的“自由市场”的大部分变成了“被统制的市场” ,基层经济决策不是由供求法则决定的 ,而是取决于大

公司的经营策略 。在这种变化面前 ,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已经过时 。由于私人经济对国家的控制不可

靠 ,要管理好现代已成为一个整体的经济 ,必须由政府来有组织地规划。

在这些基本思想的指导下 ,政府开始全面介入经济生活 ,担负起了保证全国经济和社会健全发展的

责任 。而由于政府政治 、经济措施的卓有成效 ,美国也迅速从萧条中振作起来。

富兰克林·罗斯福连任四届总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他去世

后继任的杜鲁门总统继承了新政的传统 ,采用“公平施政”的方针 。从此以后 ,政府干预经济生活成为政

府工作的重要内容。

从西奥多·罗斯福到富兰克林·罗斯福 ,在市场能量与政府责任的互动中 ,美国自由经济时代的“无

为政府”逐渐演变成国家垄断时代的“万能政府”。

(二)对社会负责成为企业的新观念

在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的繁荣的 20年代 ,企业家被当做工商业文明的英雄 ,而大萧条过后 ,美国企业

家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 ,普遍受到嘲弄和抵制。政府和公众的压力 ,迫使他们在获取利益时必须履行

自己的义务———对社会负责。

从 20世纪初到 30年代 ,不法工商业者坑害消费者的现象屡有发生 ,他们竞相声称“让买主自己当

心” ,而置质量与信誉于不顾。企业的不负责任行为引发了谴责的浪潮 ,著名作家尼普顿·辛克莱发表的

小说《屠场》 ,揭露了芝加哥大罐头肉食公司的不卫生情况以及牛肉托拉斯对全国肉食供应的控制;塞缪

尔·霍普金斯·亚当斯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揭发专利药品生产的黑幕。这促使西奥多·罗斯福政府通过了

食品和药物卫生管制法和联邦肉类检验法。

新政时期 ,社会对消费者的关心提到空前高度 , “生产是为了消费 ,而不是为了利润”的观念成为社

会的普遍共识。一些揭露不实广告和标示的书籍如《一亿个试验品》 、《美国恐怖商会》等成为畅销书。

人们要求议会立法保护消费者 。在公众的强大压力下 ,1938年通过的《食品 、药物和化妆品管制法案》 ,

强化了原来的条款 ,并规定对新药品作更彻底的化验 ,对广告作更严格的审查。此外 ,政府出版了《消费

者指南》 ,私人团体也纷纷推出相关服务 ,这一切无疑对工商业者的职业道德带来极大的冲击 ,迫使他们

在一定程度上放弃过去那种惟利是图不顾公共利益的行为 ,开始以社会责任约束自己 。“可咒的公众”

一词渐渐被“消费者至上”所取代 ,到二战结束前 , “负责任的企业领导人”的观念取代了企业家一味要求

626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第 55 卷　



政府少作干涉的老观念。

(三)基本理论的巨大变革

从 19世纪末到 20世纪上半叶 ,在英美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发生了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基本理论的重

大变革 ,这使人们对“人”的认识 、对“自由”的认识 、对探求真理的道路的看法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而美

国由于有两次世界大战中团结协作的经历以及美国人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 ,合作的集体意识也有所

加强 ,这些都成为社会责任理论生长的文化背景。

进入 19世纪中叶以后 ,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提出 ,进化论的广泛传播 ,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的确立 ,

不仅使根源于牛顿物理学的机械论世界观受到了冲击 ,而且使过去被当做“绝对真理”的自由主义基本

信条受到怀疑 ,如:洛克的学说因为缺乏历史事实根据而受到质疑;亚当·斯密的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

手”在垄断时代也似乎不那么有用了 ,经济危机的事实和新政的实效使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成为

西方世界的通则;而密尔顿假想的真理会通过“自我修正过程”为广大公众接受的过程也很少在实践中

出现 ,新的研究表明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体。

在自由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遭受冲击的同时 ,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受到青睐 ,并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

里 ,成为美国思维方式的象征 ,占据了美国哲学的主导地位。这一学派认为“有用即真理” ,即真理一定

是能适应变化了的环境 ,并证明是有用的。其代表人物杜威提出 ,纯粹的个人主义已经不适应当今的环

境 ,需要有合作互利的集体主义对之进行改造 。

杜威的学说之所以在以崇尚个性 、鄙视社会一致性的美国被广泛认同还有更现实的原因。首先是

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认识到 ,当国家的安危受到威胁时 ,只有全国同心协力 ,才能取得胜利。这样的时

刻 ,强调个性的多元是显然不利于实现社会迫切的要求的 。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共同奋斗的经历也强化

了这一点。再就是广播和汽车的出现 ,把人们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20年代以后 ,收音机的迅速普及 ,

使之成为人们了解外界变化 、社会时尚以及排遣孤独 、进行娱乐的重要工具 。它使原本分散的全国广大

地区接触了相似的城市化的生活态度 ,逐渐消除地区差异乃至个人差异;它还使各地方言 、词汇和发音

统一 ,为标准的美国英语的形成起到了作用。此后 ,电影 、电视等大众媒体的出现更是在这方面进了一

步 ,共同促成了“标准化”的“美国风尚”。而汽车的普及则加紧了各地的联系 ,增加了人们生活的流动

性 ,作为一种“文化载体” ,在各地传播着城市的生活方式 ,也逐渐破坏了地区色彩 ,塑造出美国文化标准

划一的模式。

由于基本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在下面三个方面对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产生了疑问 ,而最终导致

了社会责任理论的诞生。

一是对人的认识 。自由主义认为 ,人是有理性的 ,生性善良仁慈 ,能根据自己的良知和才能来分辨

是非善恶 ,并以追求真理作为自己的生活目的 ,无须政府干涉。人的本性会使他发展成为理智和公正的

个体。而 20世纪 20年代发展起来的行为主义理论则认为 ,人的理性不是天生的 ,只有经过良好的教

育 ,才有可能自觉去追求真理 ,并根据正确的知识去进行正确的判断。若一味自由放任 ,则会使人目光

短浅 ,惟利是图 。

二是对自由的认识。自由主义认为人天生就有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 ,这些自由权利是绝对不受干

涉的 。但新的“对社会负责”的观念认为 ,自由与权利只有以责任与义务为前提才能有益于社会 。特别

在言论自由方面 ,不再认为个人自由高于社会利益 。在 1919年的“申克对美国”案和“艾伯兰对美国”案

中 ,霍姆斯法官提出若言论具有“明显而立即的危险” ,则必须剥夺言论自由 ,以保障整个社会的利益。

他的判例也成为后来这一类型的审判的准则 。

三是在探求真理的方法上 ,人们发现“意见的公开市场”和“自我修正过程”并不一定能保证人们发

现真理。而只有在社会保证给人以良好的教育 ,提供充分 、客观 、公正的信息的前提下 ,人们通过充分地

表达意见 ,才能使真理越辩越明。

综上所述 ,从 19世纪到 20世纪上半叶 ,美国社会从经济 、政治和文化观念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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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社会责任论这种新的报刊理论有了发生发展的宏观环境。

二 、社会责任理论产生的具体环境:美国新闻业的发展动向

在美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同时 ,美国新闻业也出现了新的动向 ,这些现象极大地冲击了原有的自

由主义报刊理论 ,使社会责任理论应运而生。

(一)垄断报团带给新闻业的弊端

在美国 ,一向以报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当美国经济走向垄断的时候 ,美国报业也走向了垄断 ,从

19世纪末开始出现垄断报团 。到 1930 年 55家报业集团 ,控制了 311家报纸 ,占全国销量的比例达到

43.4%。与此相伴的是“一城一报”现象增多 ,到 1944年 ,无报业竞争的城市已占到 91.6%
[ 1]
(第 114页)。

垄断报团的出现 ,带来两个显著的弊端:

1.对舆论的垄断。多数报纸高度集中于少数报业集团手中 ,使过去那种认为只要口袋里有几个美

元 ,买得起铅字 ,雇得起几个人就可以自由办报的想法成了“天方夜谭” ,一直为自由主义理论推崇的“意

见的自由市场”也因此归于消亡 。垄断的报业产生了被垄断的意见 ,他们往往从自身的立场出发 ,作出

违背民意的判断 ,这在涉及到报团利益的时候表现得尤其明显。如在“新政”时期 ,报团的老板对“新政”

允许雇员拥有“参加他们自行选定的工会的自由”颇有微词 ,而对“严禁雇佣童工”的规定也很不满 ,因

此 ,普遍对罗斯福和他的政府作负面评价。在赫斯特报系的漫画中 ,罗斯福的智囊团就被描绘成蓬头垢

面 ,邋遢不堪的黑衣教授 。据《编辑人和发行人》杂志调查 , “1932 年 ,日报中只有 38.7%支持罗斯福;

1936年降到 34.5%;1940年降到 20.1%;1944年也仅为 22%” ,而事实上 ,这几年都是大选年 ,罗斯福

的获选票数远远高于其他竞争对手 。显然 ,报纸的态度和公众的态度是相抵触的
[ 2]
(第 286 页)。

2.黄色新闻的泛滥 。垄断报团的出现加剧了报业间的竞争 ,黄色新闻的表现手法成了报人应对竞

争的法宝 。黄色新闻的基本特征是耸人听闻的新闻内容和煽情夸张的表现方式 。

报业大王之一的赫斯特是黄色新闻的集大成者 ,1898年 ,在美西战争前 ,他的《新闻报》不惜为了销

量而捏造不实信息 ,以挑起美国人的战争狂热;1901年肯塔基州长被暗杀 ,他麾下的记者写下的打油诗

有挑动刺杀总统的意味 ,以至于不久之后麦金莱总统真的被暗杀 。正如同《布鲁克林鹰报》所报道的 ,人

们普遍认为“混乱的报刊要承担攻击麦金莱总统的部分责任 。尽管它们并不是要别人去杀他 ,而只是想

出售更多的报纸”
[ 3]
(第 78 页)。

进入 20世纪 ,黄色新闻像瘟疫一般流行于美国 ,约有 1 3的大城市报纸有这种趋向 ,并长达 10年

之久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它又以“小型张”的形式沉渣泛起 ,并在 20年代达到高峰 ,许多人成为这种

黄色小报的忠实读者 。那种认为人是有理性的 、并趋向于追求真善美的传统自由主义的乐观看法被这

一严酷事实所粉碎。

(二)自律意识的萌发

当传统的自由报刊已呈现种种弊端 ,尤其是作为一个“商业阶级”控制的工具而导致黄色新闻泛滥

和“意见的自由市场”消失的时候 ,也有一些新闻工作者表现出报人的良知 ,他们对黄色新闻进行批评和

抵制 ,主张报纸通过自律担负起社会责任。这种观念成为社会责任理论的萌芽 。

在新闻实务上 ,以《纽约时报》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为代表 ,明确提出对黄色新闻的抵制。前者的

发行人奥克斯确立了“高尚的新闻政策 ,独立公正的评述 ,正确详尽的新闻资料”的三大政策 ,后者则明

确禁止刊登犯罪和灾祸报道。在新闻教育上 ,普利策有感于培养有道德的新闻人才对建设高尚的报业

的重要性 , 1903年捐助哥伦比亚大学 250万美元 ,建议成立新闻学院 ,并明确指出“商业主义在报业经

营中具有合法的地位 ,但它仅限于经理部 ,如果商业主义侵犯了编辑权 ,它便成为必然的堕落和危险。

一旦发行人仅仅注意商业利益 ,那将是报业道德力量的结束 。”美国著名新闻学者 、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创

立者威廉姆斯于 1911年亲手订立《报人守则》 ,强调新闻工作者须以公众服务为职责 ,报道要正确公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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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真实 ,广告 、新闻与评论都应为读者的最高利益服务 ,并以为社会服务多寡作为衡量新闻事业优劣

的准则。到 1923年 ,“美国报纸编辑人协会”制定的《报业信条》 ,更是开宗明义即强调“责任” ,认为报纸

在争取和吸引读者时 ,必须以公众利益为前提 ,应对读者负起责任。

除了报纸在强调自律外 ,其他传播媒介也相继制定了自律守则 ,如 1930年的电影界法规 ,1937年

的广播业法规 , 1952年的电视业法规 。从 20年代到 50 年代 ,整个新闻界的自律意识和对社会负责的

意识逐渐增强了 。

促进新闻界自律意识增强的因素除了对传统自由报刊弊端的反省外 ,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整个

社会要求工商企业对社会负责的思潮的影响 。在“新政”时期 ,企业的生产要对社会负责 ,已经成为一种

被广泛接受的观念 ,而新闻机构作为一种企业 ,同样要遵守这个要求。况且新闻界对社会影响巨大 ,它

的类似黄色新闻这样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已经给社会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就更应该注意。

随着战后政府权力的扩张 ,新闻界也面临着被干涉的压力 ,报人和新闻学者强调自律 ,亦是希望以

此确保新闻的独立性质。

(三)示范:政府对广播的管理

在美国这个崇尚新闻自由的国度里 ,历来都把政府对媒介的干预视作对新闻自由的最大威胁 ,但由

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特殊经历 ,新闻界对政府干预的敌视有所缓和 。而政府对广播中新出现的问题的解

决 ,则强化了政府可以保护新闻自由的观念。

20年代初期 ,广播电台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由于频率有限 ,业余广播的呼号和职业广播的呼号相

混杂 ,听众听到的往往只有杂音 。到 1927年初时 ,电台增加到 733座 ,为避免干扰 ,它们在频道上的位

置不断移动;在大城市 ,混乱现象已经严重到使收音机销售量下降的地步 。为解决这一问题 ,美国全国

广播电台会议 、全国广播机构协会 、电台听众 、收音机制造厂家等各方纷纷呼吁政府整顿。他们同意将

广播频道视作公共财产 ,交由联邦政府管理 ,并谋求颁布新的联邦电台法。1927年 ,国会通过电台法草

案 ,授权成立一个有权管理一切无线电通讯形式的联邦无线电委员会 。由政府控制一切频道 ,委员会对

具体频道的使用颁发为期三年的执照 。获得执照的电台必须向全国“提供公正 、有效 、机会均等的服

务” ,必须“有利于公众 ,称便于公众 ,或出于公众的需要” 。此后 ,电台数量少了近 150 座 ,混乱被制止

了。1934年 ,国会又通过电讯法 ,建立了联邦电讯委员会 ,管理权限进一步扩大。尽管法律禁止委员会

对广播节目进行审查 ,不得干涉经营者选择节目材料的权力 ,但委员会认为它有责任监督节目内容 ,以

确保它为公共利益服务;它要求电台经营者把广播作为全体公众言论自由的工具 ,而不是为经营者私人

利益服务的工具 。

联邦政府管理广播的实践向世人证明 ,运用政府权力制止无序竞争是切实有效的 ,而且 ,强调广播

电台的经营者只是广播的受托人而不是所有者 ,因为广播频道是公众所有的 ,而由联邦政府代表公众管

理 ,运用政府权力是可以保障公众的新闻自由的。当拥有雄厚资本 、巨大垄断性权力和影响的传播机构

因为舆论的垄断成为对民主的威胁 ,而民主又不能只用分散这些垄断机构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那么 ,政

府是有权并且应当对这些机构进行控制的。但人们又担心 ,过度的政府控制会导致极权 ,因此 ,最好是

由新闻界实行自律。

三 、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和实践

1947年 ,以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为首的新闻自由委员会出版了名为《自由和负责任的报刊

———关于大众传播系统:报纸 ,广播 ,电影 ,杂志和书籍的总报告》的小册子 ,对美国新闻自由的历史 、现

状和前景进行了调查分析 ,对受到垄断报刊威胁的新闻自由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观点 ,形成了报刊的新理

论的基本框架。到 1956年施拉姆等多位学者合著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出版 ,书中西奥多·彼德森写了

《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一文 ,这一以“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的名称命名的新理论得到了确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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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传统自由主义报业和新闻理论的危机 ,社会责任论既需捍卫和继承传统自由主义理论的

基本精神 ,又必须对之加以修正和改造 ,以适应新的历史发展 ,因此 ,它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 。相对于

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 ,它提出了以下 一些新观点 。

1.它认为传统自由主义理论是从消极自由的概念中诞生出来的 ,是“免于……”的自由 ,而真正的

自由还应包含“能做……”的积极的自由 ,即不仅具有不受外界控制的权利 ,还有能达到目的的必要手

段。在传播媒介被少数人掌握的情况下 ,新闻自由对于绝大多数无法掌握媒体的公众来说 ,是“相当空

洞的权利” ,因此 , “他们的自由必须由与他观点相似的报刊来履行;必须由政府或非盈利机构所经营的

传播工具 [可以供给他商业报刊所不能提供的必需的服务] 来履行”
[ 4]
(第 111 页)。

2.认为政府的作用决不仅仅是维护自由能够存在的环境 ,还必须积极促进自由 。当影响巨大的新

闻业不能自我约束 ,恪尽社会责任时 ,作为现代社会惟一强有力的机构———政府就应该起到“帮助”的作

用 ,但也要谨慎从事 ,不可把消灭私人传媒或是与它们竞争当做目标。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维护新闻自

由 ,而不致滑向集权主义 。

3.反对把言论自由看做不附有义务 、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 ,而应把它当做一项附有义务的道德权

利。因为 ,“言论自由不是一个人为自私目的而要求的东西” ,它是“对于社会的一种义务 ,也是对于超乎

社会之上的真理的义务”
[ 4]
(第 114 页)。当行使这个权利时 ,他要对自己的良知负责 ,对他人和社会负

责。

4.认为人们往往只是为了满足直接需要和欲望 ,因而常常不能自觉运用理性 。社会应该倡导道德

和责任 ,使人们能够自觉而负责地运用理性。在当今社会 ,作为一个积极负责的公民 ,从道德上讲有被

告知的义务 ,因为只有了解各方面的情况 ,才能有效地运用理性 。因此社会必须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传

统理论仅仅保护报刊自由发表的权利是远远不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新闻自由不只是媒介的自由更

是公众的自由权利。

5.对“意见的自由市场”能自然地发掘真理的观念有所怀疑 ,认为讨论的价值更多的是在于“把社

会冲突从`暴力的水平'提高到`讨论的水平' ”
[ 6]
(第 123页),从而促进社会的幸福和和谐 。

总的来说 ,社会责任理论强调大众传播媒介在享有自由权利的同时 ,必须尽责 ,否则 ,政府就应加以

干预 。根据这些认识 ,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对传播媒介提出了五点要求:(1)对当前事件进行真实 、概括

而明智的报道。不仅要求准确 、全面地报道事实 ,而且要能说明事件的意义。(2)传播媒介应成为公众

讨论的公共传递者 ,应设法表达一切重要的观点 ,而不能仅仅表达传播者所同意的观点 。(3)对社会各

集团进行正确的描述 ,不应带有偏见。(4)要负责介绍和阐明社会的目标和美德 。(5)要使人们便于获

得当天的消息 ,维护公众被充分告知的基本权利。

为使传播媒介达到上述要求 ,新闻自由委员会认为应由传播媒介 、公众 、政府三个方面共同努力。

传播媒介要加强自律 ,坚持专业精神 ,不为金钱驱使 ,减少广告客户对节目的控制 ,并提高工作人员的能

力;公众则可通过设立非盈利的传播机构和新闻研究中心 ,或是创办独立的评议机构和刊物来对媒介进

行督促;政府在面对滥用新闻自由的现象时 ,可采取新的法律手段来制止 ,并可自办传播媒介以补私营

传播媒介的不足 。

尽管社会责任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和作法 ,但要形成一套适应这种理论的新闻管理体制 ,却不

是短期内能达到的。在新闻自由委员会的报告中 ,曾提议建立一个独立的 、专门评议和公布新闻事业工

作表现的新闻评议机构来督促 、帮助新闻事业实行自律 ,并把此举当做建设“自由而负责的新闻事业”的

最重要途径之一 。西方许多国家都采用了这一建议 ,但在美国却遭到了许多报人的反对。直到 1973

年 ,全国性的新闻评议会才告成立 。尽管这种新闻评议组织只是一个无强制力的仲裁机构 ,但仍在促进

和实施报业自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到它被美国新闻界普遍接受 ,成立全国性的新闻评议会 ,用了整整 26年 ,但

这一历史进程证实了彼德森早先的判断:“无论是否同意委员会的意见 ,有一个结论则是非常明显的 ,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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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理论是被废弃的东西了……仍然把新闻自由说成是纯粹个人权利的人 ,是日见减少 、孤立和不

合时宜了 。”
[ 4]
(第 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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