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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6 20240627 假如新闻专业毕业⽣才能
当记者 
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766）假如新闻专业毕业⽣才能当记者 

学术 

假如新闻专业毕业⽣才能当记者 

记者需要具备怎样的从业资格？这个问题时常被拿到公共空间中讨论。 

在会员通讯第383期中，我们曾介绍对“记者证”的两类截然不同的看法：它到底是

⼀种对⾔论的管制⽅式，还是⼀种确保新闻质量的⻔槛？⼀⽅⾯，倘若由政府来认定

记者资格，的确会引发⼈们对⾔论空间的强烈担忧；但另⼀⽅⾯，如果有办法对⼀个

个具体的记者是否负责任地做报道做出⼀定的认证，的确可以在众声喧哗中帮助⼈们

快速筛选和识别出可靠的信息提供者。 

在讨论记者从业资格的时候，有⼈可能会拿医⽣和律师来对⽐：当医⽣需要读医

学院，当律师需要读法学院，当记者怎么就不需要经过学校⾥的专业训练呢？ 

当然，我们知道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记者这个职业确实没有医⽣和律师那么⾼的

专业⻔槛。记者确实可以快速上⼿，在实践中迅速成⻓，⽽并不⼀定要先读个新闻专

业。 

但是，世界上的确有⼀个国家，在⻓达⼏⼗年的时间⾥，曾经要求所有的记者必

须持有新闻专业的⼤学⽂凭。 

这个国家就是巴⻄，它在1969年到2009年的40年时间⾥都曾拥有这样的规定。最

近发表在学术期刊《Journalism》上的⼀篇论⽂追溯了巴⻄新闻界的这段特殊历史，

从中折射出新闻学界、业界以及政府、⼯会等多⽅⼒量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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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的是⼀个⾮常有意思的案例。本期会员通讯，我们就借助这篇论⽂来详细了

解：巴⻄为什么曾经要求记者都有新闻专业学位？这对该国新闻业的发展产⽣了怎样

的影响？后来⼜为何取消了这种要求？ 

独裁者给新闻业留下的遗产 

了解巴⻄新闻业的发展历史，当然要结合它最近⼀百多年的政治发展史。 

1889年，巴⻄的帝制被推翻，建⽴了共和国，进⼊了“旧共和国”时期。 

在这个时期，社会真正认可的带有专业资格的职业只有医学、⼯程和法律。⽽新

闻媒体中的不少从业者都是法学院的毕业⽣，⼤众还会把记者和作家混淆。许多记者

将从事新闻业视为进军政治的跳板。直到1908年巴⻄新闻协会（ABI）成⽴，才标志

着巴⻄新闻职业化的开端。协会创始⼈Gustavo de Lacerda认为新闻⼯作应该是⼀种

神圣的使命，⽽⾮牟利的⼯具。 

但是，协会的成⽴只是⼀个萌芽。巴⻄的记者群体真正被组织起来，形成清晰的

职业共同体，要到下⼀个时期了——有意思的是，那是⼀个独裁时期。 

在“旧共和国”时期，巴⻄政体名义上是联邦制总统制共和国，但实际上被⼤地主和

咖啡种植园主组成的寡头集团控制，这被称为“咖啡与⽜奶”政治。这⼀时期的巴⻄政

治腐败严重，社会⽭盾尖锐，最终导致1930年政变，热图利奥·瓦加斯上台，开始了⻓

达15年的独裁统治。 

如《巴⻄：⼀部传记》⼀书中所⾔，“瓦加斯的独裁统治促进了社会权利，同时压

制了政治权利。”独裁者在巴⻄⼴泛限制了个⼈⾃由，但也推⾏了⼀些积极的政策，⽐

如对⼯⼈权利的保护。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巴⻄记者们组织起⼯会，争取⾃⼰的劳动权利，包括保证

最低⼯资、五天⼯作制等。被称为“穷⼈之⽗”的独裁者瓦加斯，对这些⾏动给予了⽀

持，尤其是不吝给那些赞美⾃⼰、与政权合作的媒体，发放了⼤量的好处。⽽对于那

些政权批评者，瓦加斯就没让他们好过，甚⾄导致⼀些报纸关⻔。 

另⼀⽅⾯，瓦加斯政府也促进了巴⻄新闻教育的发展。1935年，巴⻄联邦区⼤学

设⽴了全国第⼀个新闻学讲席教授的职位，但获得这个职位的⼈，更偏向于把新闻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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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种社会和⽂学现象去研究，⽽⾮培养职业记者。作为补偿，1943年，瓦加斯政府

在⾼等教育体系中开设了新闻学专业，并先后在⾥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建⽴了两所新闻

学院。  

不过，当时新闻实践仍被视为⼀种天赋，新闻教育⻓期受到业界质疑：在媒体内

部受训就好了，为什么要去专⻔修⼀个学位？ 

学历⻔槛：始⾃军政府，延续于新共和 

1945年，瓦加斯在政变中被推翻，巴⻄恢复⺠主制度，直⾄1964年，军⼈集团上台执

政，开启军政府独裁时期。 

巴⻄记者必须获得新闻本科学位的这⼀从业⻔槛，就是在军政府时期被定下的规

矩。 

为了控制舆论，军政府对媒体实施了严格的审查制度，并以经济利益为诱饵，迫

使媒体所有者与其合作。对于媒体公司⽽⾔，只要能放弃编辑⾃主权，便能获得经济

上的收益和公司的发展。 

⽽对于个体记者来说，他们⾯临的⼤多是审查、打压，乃⾄被捕、酷刑。⼯会组

织者在这⼀时期也备受打压——虽然都是独裁者，但是瓦加斯曾经⽀持⼯会，⽽军政府

独裁更偏右翼，严厉限制⼯会的活动范围，禁⽌罢⼯和抗议活动，逮捕、监禁、甚⾄

杀害⼯会领袖和积极分⼦。 

看上去⾮常吊诡的是，对记者和⼯会都严厉打压的军政府，居然同意了记者⼯会

⽼早之前提出的⼀项请求：给新闻这个职业赋予更重要的地位，其中就包括强制要求

记者接受新闻学教育。 

论⽂中解释说，虽然这样的要求的确是⼯会提出来的，但是军政府显然是看到了

其中的好处：当记者职业的准⼊⻔槛变得更⾼，能够当记者的⼈才池⼦⼀下⼦缩⼩了

许多，实际上也就更好管这群⼈了。当时，军政府正担⼼记者群体⾥⾯有活跃的共产

主义者，很难管理。 

当然，媒体⽼板因此很不开⼼，因为他们丧失了选⼈⽤⼈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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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在国内外压⼒下，军政府开始逐步进⾏政治改⾰，最终还政于⺠。

1985年，巴⻄恢复⺠主制度，进⼊新共和国时期。 

借着政治制度的变化，⼀些⼈也开始提倡：我们应该把军政府时期制定的“新闻专

业毕业⽣才能当记者”这条过时的规矩废除掉。 

⽐如，时任《圣保罗⻚报》总编就认为，新闻⼯作需要多学科背景的⼈才，强制

要求新闻学位会阻碍优秀⼈才进⼊新闻⾏业。“只受过新闻传播学训练的⼈实际上不可

能进⾏更深⼊的、批判性的新闻分析。” 

当然，也有⼈提出别的原因，⽐如：欧洲国家从来没有这样的限制，这是⼀种基

本的市场⾃由。 

然⽽，新闻学位作为记者⻔槛的这项制度也有坚定的⽀持者。⽐如，当时的巴⻄

新闻协会主席认为，新闻学位是保障新闻专业性和职业道德的重要⼿段，也是维护新

闻⼯作者劳动权益的必要条件——控制⼈才供给，谈薪酬时会更有利。 

⼀些⼤学新闻教授也⽀持保留这项制度。他们觉得，呼吁取消这项制度的⼈，是

在攻击⼤学教育，背后可能是为了⾃⼰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对于媒体⽼板⽽⾔）。 

就这样，两派争执不下，⼀直拖到2009年，制度才被改变。当时，巴⻄最⾼法院

裁定，要求获得新闻学学位才能担任记者的法律违宪，因为它违反了宪法保障的⾔论

⾃由和信息⾃由。 

准⼊制度的副产品 

虽然这项制度已经被取消，但它在1969到2009这40年间给巴⻄新闻业留下了重⼤的

影响。论⽂中提到，时⾄今⽇，依然有⼤约九成巴⻄记者拥有新闻传播专业学位，⽽

在德国、英国和意⼤利等国，这⼀数字只有从36.6%到50.1%不等。 

巴⻄的这个案例给我们最重要的启发是：记者准⼊⻔槛这件事情，不只有⾔论⾃

由这⼀个分析维度。实际上，它还牵涉到很多其他元素。 

论⽂作者指出：尽管在巴⻄，关于记者学位的规定是在军事独裁时期颁布的，但

它的发展与寻求扩⼤劳⼯权利有关，受到⼯会和学术组织的强烈维护。因此，不能简

单认为那是⼀种抹杀新闻⾃由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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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简单将记者准⼊⻔槛视为反⺠主的做法，会导致忽视可能产⽣的任何有利

影响。例如，论⽂中提到，强制⽂凭这件事与⼥性在新闻业的增加之间存在直接关

系。我们都知道，在新闻学本科课程的课堂上，⼥性的代表性和整体处境往往⽐在新

闻编辑室⾥要好得多。⽽强制⽂凭的规定，可以让性别更加平等的情况也在就业市场

上得到反映。 

当然，强制⽂凭这件事，还使巴⻄全国各地的新闻专业数量增加。在法律颁布的

1969年，巴⻄共有20所新闻学院，⽽在随后的⼗年中，这⼀数字翻了⼀番还多。这⼀

局⾯极⼤地促进了巴⻄各州新闻与传播教学事业的发展。 

说到新闻教育，论⽂中还介绍了与取消记者⽂凭要求⼏乎同步发⽣的⼀件事——新

闻专业在巴⻄获得了独⽴的学术地位，不再从属于传播学。这在新闻院系来说当然是

⼀⼤成功，但论⽂作者也表达了⾃⼰的担忧：现在的趋势是融合，是记者与其他媒体

⼯作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且许多新闻学专业毕业的学⽣确实进⼊了公关、⼴告

等⾏业。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的独⽴身份，似乎并不能带来什么好处。 

总的来说，这篇论⽂介绍了⼀个我此前并不了解的有趣案例，为我们思考新闻⾏

业的⻔槛和资格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对照视⻆。尤其重要的是，那是⼀种在北美和⻄

欧之外的视⻆，提醒我们不应照搬它们的眼光去评价发⽣在其他国家的那些具体的历

史和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