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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摘要 】 尼 日 利 亚 是撒 哈拉 以 南 非 洲 的 经 济 与 人 口 大 国 ,

在 文化 与 新 闻传播领域 也是 一个重 要 国 家 。 独立 以 来 , 尼 日 利 亚

新 闻 传 播事 业有 了 明 显 的 发展 , 大体上形 成 了 完 整 的现代 新 闻传

播体 系 , 其媒体规模 、 从 业 人 口 、 社会 影 响 力 都 位居 非 洲 国 家前

列 。 但 受 经济 状 况起伏 盛衰 的 影 响 , 尤其是 受 政 治 动 荡 、 族 际 冲

突 的制 约 , 尼 日 利 亚 当 代 新 闻传播 事 业 一 直 面 临 种种 发 展 困境 ,

目 前 的 总 体水 平还是 很 低 的 。 尼 日 利 亚 新 闻 传 播 事 业 面 临 的 问

题 , 在 整个非 洲 大 陆新 闻 传播 事业领域 既有 普遍 性 , 也 有其特 殊

的
一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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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世纪 中后期 , 信息传播技术的 飞速发展改变 了各 国原有的产业格

局 , 并成为 引领经济发展 、 促进政治变革 的强劲动力 。 美国社会理论大师

丹尼尔 ？ 贝 尔 因此预言人类将进人后工业社会阶段 尽管相关的概念演

绎往往忽略 了现实世界中 民族国家体系的核心
一边缘不平等格局 , 但客观

① 本 文为张月盈 主持的浙江师范大学 2 0 0 8 年 校级课题
＂

尼 日 利亚 当代 新闻传播事业 概论
”

项 目 的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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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 , 在全球化 日愈扩散和深人的大背景下 , 新闻传播业或现代信息传

递方式正在快速地将第三世界国家卷入到 全球
一

体的进程 中 , 并对后发型

国家的经济发展 、 政治进程 、 社会变革产生着 日 益深刻的冲击与影响 。

在非洲各国 的新闻传播事业中 , 当代尼 日利亚的新 闻传播业无论是产

业规模还是现代化水平都位居前列 。
目 前 国 内对当代非洲新闻传播事业的

研究方面还 比较欠缺 , 但国际上的研究 已经比较丰富 ,

一

些非洲本土 的新

闻研究者的文献已涉及西方国家对非洲新闻传播事业的控制 、 不平等的国

际新闻秩序对非洲新 闻传播业的影 响 , 新 闻传播事业与 国家 民主制度建

设 , 新闻 自 由 与 国家政治发展之关系等问题 。 但总体上看 , 对非洲 国别新

闻进行研究尚 比较薄弱 。 本文以尼 日 利亚这个新 闻传播业相对比较发达的

国家为案例 , 对其当代新闻传播事业发展情况及现状作
一初步探析 。

－ 尼曰利亚新闻事业的成长与发展现状

尼 日利亚全称尼 日 利亚联邦共和 国 ( Ｔ ｈｅＦ ｅｄｅ ｒａ ｌＲ ｅｐ ｕｂ ｌ ｉｃＯ ｆＮ ｉｇｅ ｒｉ
－

ａ ) , 是一个宗教 、 民族 、 语言与文化复杂多样的 国 家 , 也是现代媒体出 现

比较早的非洲国家 。 尼 日 利亚国土面积 9 2
． 3 万平方公里 。

2 0 0 8 年全国人

口普査数据显示 , 尼 日 利亚全国人 口 已 突破 1 ． 4 亿人 , 人 口 占据非洲各国

之最 。 尼 日 利亚有 2 5 0 多个部族 , 其中最大的 是北部 的豪 萨
一

富 拉尼 族

( 占全国人 口 2 9 ％ ) 、 西部 的 约鲁 巴 族 ( 占 2 1 ％ ) 和东部 的伊 博族 ( 占

1 8 ％ ) 。 官方语言为英语 。 主要 民族语言为豪萨语 、 约鲁 巴语和 伊博语 。

居 民 中 5 0 ％信奉伊斯兰教 , 4 0 ％信奉基督教 ,
1 0 ％信仰其他宗教 。 尼 日

＿

利亚实行联邦制 。 设联邦 、 州和地方三级政府 。 1 9 9 6 年 1 0 月 重新划分行

政区域 , 全 国划分为 1 个联邦首都区 、
3 6 个州 以及 7 7 4 个地方政府 。

尼 日利亚是非洲古国 , 著名 的诺克 、 伊费和 贝 宁文化使尼 日 利亚享有
“

黑非洲文化摇篮
”

的美誉 。 作为一个非洲古 国 , 尼 日利亚早在 1 9 世纪下

半叶就出 现 了
一批宣传 民族独立 的报刊 。

1 8 5 9 年在拉各斯 以北的 阿彪库

－ 塔市出版了第一份约鲁巴语报纸 《伊维 ？ 伊洛辛 》
,

1 8 6 3 年在拉各斯出 版

了第
一份英文报纸 《英国非洲人 》 。 进人 2 0 世纪后 , 报刊 日益成为 民族主

义者反对殖民主义统治 的重要工具之
一

。
1 9 2 5 年 出版 的 《拉各斯每 日 新

闻 》 、
1 9 3 7 年创办的 日 报 《西非 向导报 》 , 曾 在 西部非洲 有过重要影响 。





尼 日利亚当 代新 闻传播事业浅述 3 4 5

《 西非向 导报 》 的主编阿齐克韦 曾经 留 学美 国 , 后来步入政坛 , 担任 了独

立后 的第一任总统 。

尼 日 利亚独立以 后 , 作为非洲最大的产油 国 , 经济持续上升 , 报刊数

量也大有增加 , 从十几种猛增到几十种 。 但长期 以来 , 尼 日利亚国 内政局

不稳 , 先后建立过两届文人政府 ( 1 9 6 0
—

1 9 6 6 年 , 1 9 7 9
—

1 9 8 3 年 ) , 发生

过 7 次军事政变 。 在文人政府期间 , 报业 比较繁荣 , 但报刊纷纷卷人党派

斗争 , 成为各派政治力量的舆论工具 。 文人政府被推翻后 , 新上 台 的军政

府往往停止政党活动 , 严格管制新闻事业 。 政治动荡影响 了尼 日利亚新闻

事业的发展进程 , 曲折反复现象十分严重 。 不过从总体上看 , 尼 日利亚的

新闻传播事业还是不断前行的 。

按照尼 日 利 亚报业评议会 ( Ｎｉｇ ｅｒ ｉ ａｎＰｒｅ ｓｓＣｏ ｕｎｃｉ ｌ ) 的 统计 , 截至

2 0 0 8 年 , 该国 纸质出版物约 4 0 0 种 , 其中 , 报纸 2 6 1 份 , 杂志 6 3 份 ,
1 6

种使用部族语言的 出 版物 , 4 4 种专业杂志 , 1 6 种宗教出版物 。 目前尼联

邦和各州政府设有主管宣传事务的新 闻部 。 报业体制 为公私并存 , 既有政

府经办的 , 又有 私人经 营 的 。
由 于贫困人 口 多 ( 7 0 ％ 处于贫 困线 以下 ) ,

人们往往无力购买报纸 , 加上文盲多 , 受过教育懂得英文的更少 , 所以报

纸的普及率很低 。

目 前尼 日利亚 国 内影响较大的 日 报有 ：

《每 日 时报 》 ( Ｄ ａ ｉ ｌ
ｙ
Ｔ ｉｍｅ ｓ ) ： 英文 日 报 , 创办于 1 9 2 5 年 , 在拉各斯

出版 。 早期 由英国 《每 日镜报 》 集团经营 , 后来全部股权被尼 日利亚人收

买 。 1 9 7 5 年 8 月 , 当时 的军政府收购 了该公司 6 0 ％ 的股权 , 以 后该报一

直在政府控制之下 , 但商业性较强 。 每天 出 4 0 版左右 , 大部分为 广告 ,

日发行量 3 0 万
一

4 0 万份 。 每 日 时报公司是尼 日 利亚最大 的报业集团 , 拥

有 《每 日 时报 》 、 《星期 日 时报 》 、 《 商业时报 》 、 《每晚时报 》
、

《 国际时报 》

( 英文周 刊 ) 等 1 5 种报刊 , 在全 国影响很大 。

《新尼 日 利亚人报 》 ( ＮｅｗＮ ｉｇｅｒｉ ａｎ ) ： 1 9 6 5 年在北部城市卡杜纳 创

刊 , 每天 出英文和豪萨语两种版本 , 内容基本相同 。 原来是北部各州 政府

共有 的报纸 , 代表北方豪萨族利益 ,
1 9 7 5 年 8 月 联邦政府收购 了全部股

权 , 从此一直反映政府观点 。 每天 2 4 版 , 日 发行量 1 5 万份 。

《卫报 》 (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 ｉａｎ ) ： 英文 日报 , 创刊于 1 9 8 3 年 , 由 私营的卫报

有 限公司在拉各斯出 版 。
1 9 9 4 年 因要求政府尽快还政于民 , 被勒令停刊 ,

1 9 9 6 年复刊 。 每天 4 8 版 , 发行量 5 0 万份左右 。 该公司还 出 版晚 报 、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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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等 。

《 民族和睦报 》 ( Ｎａ ｔｉｏ ｎａ ｌＣｏ ｎｃｏ ｒｄ ) ： 私营 英文 日 报 ,
1 9 8 0 年在拉各

斯创刊 。 原来主要反映民族党观点 ,
1 9 8 4 年政府取缔

一

切政党 活 动后 ,

该报作为私营报纸继续出 版 , 而且影响 日 增 , 发行量曾 达 2 5 万份 ( 1 9 8 9

年 )
,

1 9 9 4 年因公开要求军政府还政于民 , 被勒令停 刊 ,
1 9 9 5 年重新出

版 。 现在每天 2 4 版 , 发行 1 5 万份左右 。 民族和睦报业公司还出版 《星期

日 和睦报 》 、 《 周末和睦报 》 、 《商业和睦报 》 、 《非洲和睦 》 杂志等 1 0 多种

报刊 。

《笨拙报 》 ( Ｐｕ ｎｃ ｈ )
：
又称 《 左勾拳报 》 或 《猛击报 》 , 其名 称来源 于

英国著名 幽默杂志 《笨拙 》 ( ｐ ｕｎｃｈ ) , 是尼 日利亚主要报纸之一 , 读者群

广泛 。 创刊于 2 0 世纪 6 0 年代 , 现 由尼 日利亚笨拙有限公司在拉各斯市编

辑出版 , 其发行量在 1 2 万份左右 , 每 日 2 4 版 。 《笨拙报 》 在尼 日 利亚有

着很强的社会影响 力 , 尤其是在政治与文化领域 。

一直以来 , 它始终坚定

不移地贯彻落实 向海内外招募最优秀的新闻人才 。 它获过新闻界的各种奖

项 , 包括 由 拉各斯联邦政府颁发的年度钻石奖 。

二 尼曰利亚新闻通讯与广播电视

据尼 日 利亚官方公布 的资料 , 迄 2 0 0 8 年 , 尼 日 利亚全 国有大小通讯

社 1 0 余家 , 电台 1 4 7 家 , 电视台 1 8 3 家 , 其规模高居撒哈拉以南黑非洲

国家之首 。

1 ． 通讯社

尼 日利亚通讯社 ( Ｎ ｅｗｓＡｇｅｎｃｙｏｆ Ｎ ｉｇｅｒｉａ , 简称 ＮＡＮ ) , 于 1 9 7 6 年

5 月 1 0 日 开始筹建 , 正式成立于 1 9 7 8 年 1 0 月 2 日 , 是尼 日 利亚官方通

讯社 。

尼 日 利亚通讯社致力于建设成为尼 日利亚乃至整个西非地区最具公信

力与权威性 , 并能在第
一时间提供各类咨询 的通讯社 。 尼 日利亚通讯社成

立以来 , 既注重媒体发展过程中所必须的技术改造工作 , 同时也加强提升

服务质量方面的研究工作 。 它通过快速而准确地提供全面 、 客观 、 公正的

信息努力保持 自 身在整个非洲大陆所有通讯社中的领头羊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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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社 目前分上 、 下午两次发新闻稿 , 以 国 内新 闻为主 , 国际新闻靠外

电 , 设有特稿部 。 在 国 内 2 1 个州 的 3 6 个城市和新首都阿布贾都设 有分

社 , 在 国外 内 罗毕 、 伦敦 、 纽约 、 华盛顿 、 新德里 、 莫斯科设有分社并派

常驻记者 。 同美联社 、 路透社 、 法新社 、 新华社 、 塔斯社等十多个通讯社

签订 了新闻交换协议或销售协议 。 泛非通讯社西非地区总分社的共组亦是

由 尼 日利亚通讯社承担 。 尼 日 利亚通讯社是尼 日 利亚和西非国家的主要新

闻消息源 , 享有很高的声誉 , 它有 5 0 0 多名 记者 , 每天报道发生在全国各

地的重要新闻事件 。

尼 日 利亚通讯社主要服务于该 国 的新闻媒体 , 即报纸 、 杂志 、 电 台及

电视台 , 他们从通讯社获得
一些 自 身无法获知 的消息 。 尼 日利亚通讯社的

信息产品是多元化的 , 它实时提供 国 内外的 金融市场与资本市场的 咨询 ,

并 向商业团 队 、 学术机构 、 各国大使馆甚至是私人 出售这些信息 。 世界各

大通讯社 、 西方
一些主要媒体也都在尼 日利 亚设有分社或派有常驻 记者 ,

‘

或聘用当地人作报道员 。

2 ． 广播电台

尼 曰 利亚广播事业起步于英国殖 民时期 的 1 9 3 3 年 , 当时被称为信 息

：

．发射站 ( Ｒ ａｄｉｏＤｉ ｆ ｆｕ ｓ ｉｏｎＳｅ ｒｖｉ ｃ ｅ , 简称 ＲＤＳ ) 。 它主要是通过喇叭 ( ｌ ｏｕｓ
－

ｐｅａｋｅｒｓ ) 向特定的人群传送英 国广播公司 ( ＢＢＣ ) 的节 目 内 容 。
1 9 5 0 年

4 月 ,
ＲＤＳ 发展为尼 日 利亚无线广播公 司 ( Ｎ ｉｇ ｅｒｉ ａｎＢｒｏａｄ ｃａｓｔ ｉｎｇＳｅｒｖ

？

ｉ ｃｅ )并在拉各斯 ( Ｌａｇｏｓ ) 、 卡杜纳 ( Ｋａｄｕｎａ ) 、 埃努古 ( Ｅｎｕｇｕ ) 、 伊 巴

丹 ( Ｉｂａｄａｎ ) 、 卡诺 ( Ｋ ａｎｏ ) 这 5 个城市建电 台 。 1 9 5 7 年 4 月 1 日 , 尼 日

利亚国会通过法案重组尼 日 利亚无线广播业务 , 并更名 为尼 日 利亚广播公

司 ( Ｎ ｉｇ ｅｒｉ ａｎＢｒｏ ａｄｃａｓ ｔｉｎｇＣｏｒｐｏ ｒａ ｔｉｏｎ , 简 称ＮＢＣ ) , 并 规定 了他 的 使

命 ,

“

向 公众提供独立的 、 无偏见的广播信息
”

( Ｔｏ
ｐｒｏｖ ｉｄｅ ,

ａ ｓａ
ｐｕｂ ｌ

ｉｃ

ｓｅｒ ｖｉ ｃ 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ａｎｄｉｍｐａ ｒ ｔ ｉａｌｂｒ ｏａｄ ｃａ ｓｔ ｉｎｇｓｅ ｒｖ
ｉ ｃ ｅｓ ) 。

？
之后 尼 日 利

亚广播公司的触角逐渐伸进了该国每
一个州

口
 2 0 世纪 6 0 年代后 期 , 尼 日

利亚联邦国会修改 ＮＢＣ 规定 , 允许广播电 台插播商业性广告 。
1 9 6 2 年增

设 了对外广播 , 定名 为
“

尼 日 利亚之声
”

, 用英语 、 法语 、 豪萨语 、 阿拉

伯语和斯瓦希里语等 7 种语言每天播 出 1 8 个小时 , 是西非仅次于加 纳 电

① 参见Ｎ ｉｇｅ ｒ
ｉ
ａＹｅ ａｒ Ｂｏｏｋ1 9 6 2

,
Ｄ ａｉ ｌｙＴ ｉ

ｍｅｓｏ ｆ

Ｎｉ ｇｅｒｉａ ,  1 9 6 2 ．

ｐｐ
． 1 5 1 

—

1 5 3 。



3 4 8非洲研究


台的 国 际 电台 。

1 9 7 8 年 ＮＢＣ 与尼 日利亚北部广播公司 ( Ｂｒｏａｄ ｃａｓｔ ｉｎｇＣｏｒｐ 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Ｎｏ ｒｔｈｅｒｎＮ ｉ

ｇ ｅｒ ｉ ａ ) 联合重组 , 成立尼 日 利亚联邦广播公司 ( Ｆｅｄｅ ｒａ ｌＲａ
？

ｄｉｏＣｏｒｐ ｏｒａ ｔ ｉｏ ｎｏ ｆＮ ｉ

ｇｅｒｉａ , 简称 ＦＲＣＮ ) 。 尼 日 利亚联邦广播公司受联邦

政府新闻部领导 , 由联邦政府任命的总局长负责 日常工作 , 总部设在拉各

斯 , 在全国有 2 0 个州级分台 。 播出 三套全 国性节 目 , 使用英语 、 豪萨语

和 民族语言广播 。

广播是尼 日利亚受众人数最广媒体形式 ,
这与大众传播事业 比较发达

的 国家有所不同 。

一般而言 , 报纸作为历史最悠久 , 媒介公信力最高的新

闻媒体 , 其受众人数应该是远高于广播的 。 但是在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

的非洲大陆 , 广播 的收听率远高于电视的收视率与报纸的发行量 。 这主要

是由 以下原因造成的 , 其一是公民 的文化程度偏低 , 文盲率过高造成 的
；

据尼 日 利亚 《笨拙报 》 报道 , 尼 日利亚 国家统计局 2 0 0 6 年最新调査显示 ,＼

尼 日利亚人英文识字率为 5 3 ． 3 ％ , 不识字率为 4 6 ．
7 ％ , 其 中男 性识 , 率

为 6 1
． 3 ％ , 女性为 4 5 ． 3 ％ 。 其二是国 内经济发展缓慢甚至是负增长 , 公

民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购买报纸和 电视机及其信号 。 其三与传统非洲高度

依赖与重视 口头传播 , 长久 以来没有形成 自 己 的文字有关 。

？ 这时 , 广播

相对报纸与电视的优势就更为充分 。
‘

3 － 电视台

尼 日 利亚电视业 的发展始终被两个因素推动 ,

一

个是政治 , 另
一个是

．教育 。

8 5 尼 日利亚第
一

家电视是 由政治纷争建立 的 。 在野党因无法获得通

过由 执政党控制 的媒体发表 自 己 的意见 , 遂在首都之外的尼 日 利亚西部城

市伊 巴丹 ( Ｉｂａｄａｎ ) 于 1 9 5 9 年 1 0 月 3 1 日 创办 了 自 己 的媒体即尼 日 利亚

西部 电视台 ( Ｗｅｓ ｔｅｒｎＮ ｉｇｅ ｒｉａｎＴ ｅ
ｌ
ｅｖｉｓ ｉｏ ｎＳｅ ｒｖｉｃｅ ) 。 尼 日 利亚西部 电视

台还是非洲第
一

家 电视台 , 它发展至今 , 成为非洲历史最悠久电视 台 。 随

后 , 尼 日利亚东部两个地 区以及它 的周边 国家喀麦隆东部地区也先后创办

了本地电视台 。 在这种情形下 , 位于首 都拉各斯 的尼 日 利亚联邦政府在

① 参见周小普编译 《非洲 的广播电视 》 , 《 国 际新 闻界 》 1 9 8 5 年第 3 期 。

② 参见
ＴｈｅＡｄｖｅｎ ｔＡｎｄＧ ｒｏｗ

ｔ
ｈＯｆ Ｔｅｌｅ ｖ ｉ ｓ ｉ ｏｎＢｒｏａｄｃ ａｓ ｔＩｎＮ ｉｇｅｒ ｉａｎ

： Ｉ ｔ ｓ
Ｐｏｌ ｉｔ ｉｃ ａｌＡｎｄＥｄｕ

？

ｃａ ｔ
ｉ
ｏｎａｌＯｖｅｒ ｔｏｎ ｅｓ , Ａｆ ｒｉ ｃａｎＭｅ ｄ ｉａＲｅ ｖ ｉｅｗ［ Ｊ］ , Ｖｏ ｌ

．
 3Ｎ ｏ． 2 ． 1 9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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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6 2 年成立了 国家 电视 台 。 至此 , 电视在尼 日 利亚乃 至整个 非洲大陆 的

发展地位得 以确立 。

尼 日利亚 国家电视 台 由 联邦政府新 闻部领导 。 总部设在阿布贾 , 目前

有工作人员 5 0 0 0 余人 。 1 9 7 7 年起 , 与地方电视台组成电视联播 网 。 每晚

从 8 时到 9 时 由 拉各斯总 台通过卫星 向全国播 出文艺和新闻节 目 。 尼 日利

亚电视 台的设备 比较先进 , 各 台都有彩色电视节 目 , 釆访使用英 国 ＥＮＧ

设备 。

尼 日利亚的广播 电视业
一

直 由 政府严格控制 。
1 9 7 7 年 5 月 成立尼 日

利亚电视局 ( Ｎ ｉｇｅｒｉａｎＴｅ ｌｅｖ ｉｓｉｏｎＡｕ ｔｈｏｒ ｉｔｙ , 简称 ＮＴＡ ) 在拉各斯成立 ,

受该国新闻文化部 ( Ｆｅｄｅ ｒａｌＭ ｉｎｉｓ ｔｒｙ 
ｏｆＩｎｆｏｒｍ 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ｕｌｔｕ ｒｅ ) 领导 。

经费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与 广告收人 ． 下属单位有 3 0 多个电视台和 7 0 多

个电视发射站 。 尼 日利亚电视局主要任务是 ： ( 1 ) 管理 、 监督电视节 目 的

播放情况 ；
( 2 ) 为 电视 台提供有益 的节 目 ；

( 3 ) 指导电视 台举办专题节 目

展播
；

( 4 ) 建立对外业务 , 参加国际性的节 目交流 、 影视会议 、 贸 易市场

等活动 。 该局 的成立对加强全 国 电视广播的统一管理 , 督促进一步发展起

到了很大的作用 。

2 0 世纪 9 0 年代中期 , 政府开始改变这一传统做法 , 允许私营广播电

视出 现 , 因 为这样可以增加新 闻记者的就业人数 , 形成有益竞争 , 从而提

高全 国广播电视的 节 目 质量 。 1 9 9 8 年 6 月 1 5 日 , 尼 日 利亚 1 8 家私营电

视台正式播出 , 政府对这些电视台 的要求是对新 闻等节 目 实行 自 我检查 ,

严禁在黄金时段播出 色情片 、 严格限制播出变态暴力的各类节 目 。 与此同

时 , 政府也要求私营电视台增加 国产节 目 的比重 、 避免引起宗教矛盾等 。

三 尼曰利亚的新闻传播事业管理体制

1 ． 政府管理机构

尼 日 利亚新 闻传播事业在其 Ｉ 9 6 0 年独立后得到较大的发展 。 在第三

世界 国家 , 新闻传媒 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的重视与扶持 , 尼 曰利

亚也不例外 。 新 闻传媒作为信息传递的功能在发展 中 国家 , 更为明显地体

现在作为政府的喉舌 , 作为上情下达的工具 。 尼 日 利亚各类媒体除了为数

甚少的 私人媒体外 , 大部分都是 国营性质 。 联邦 3 6 个州政府和首都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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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都设有主管新闻传播 的新闻文化部 。 尼 日利亚新闻文化部是政府管理机

构 。 内设副部长 、 秘书等职位 。 下设新闻局 、 文化和档案局 、 电视局 、 广

播局等部门 。 下属单位有尼 日利亚通讯社 、 尼 日利亚新闻理事会 、 新尼 日

利亚人报 、 每 日 时报 、 尼 日 利亚电影公司 、 黑人和非洲艺术文化中心等 。

该部门 的主要任务是 ： ( 1 ) 协助党和政府制定有关新 闻文化的方针 、 政

策 ；
( 2 ) 对下属各部门进行宏观指导和监督 ；

( 3 ) 主管协调各州和各大学

艺术工作 ；
( 4 ) 与外 国进行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等 。

2 ． 媒体与政府的关系

尼 曰 利亚政府与新闻传媒的关系极不稳定 , 个中原因也很多 。 有些时

候新闻媒体有足够的新 闻 自 由 , 但有些时候政府的新闻管制极为严格 , 公

然制 裁或取缔与政府政见不一的媒体 , 或是责令开除相关记者 。 纵观尼 日

利亚新闻传媒整个发展史 , 该国媒体享有的新 闻 自 由 比较有限 。 虽然尼 日

利亚新闻传播事业比较发达 , 媒体的总数也不算少 , 但在国 内复杂的政治

与社会环境下 , 政府的监 控无处不在 。
1 9 9 9 年奥 巴桑乔 的当选 结束了 连

续 1 5

＇

年的军人统治 , 但新宪法在保护记者权利方面并没有实质性规定 。

报社被警察搜査 , 记者被开除 , 媒体被 吊 销营业执照的事 件在该 国时有

发生 。

？

3 ． 媒体的人才培养与新闻 自律

尼 日 利亚新闻界受英美新闻观念影响较深 。 许多新 闻机构的负 责人及

骨干都在西方受过教育和 培训 。 目 前 , 尼 日 利 亚国 内 的 高校设有新 闻系 ,

专门为本 国媒体培养新闻人才 。

尼 日 利亚 《新闻道德准则 》 由 尼 日利亚全国新闻记者联合会制定 。 共

有 8 条 ： ( 1 ) 对于事实真相 , 公众 自 有论断 。 只有正确 的报道 , 才能为正

确 的新闻工作打下基础 , 才能得到人民 的信任 。 ( 2 ) 每一个新闻记者的道

德职责是尊重事实 , 他要发表的或为刊物提供的只 能是事实 以及他所了解

的最好的信息 。 ( 3 ) 记者的职责仅仅是发表事实 , 决不能隐瞒他所知道的

事实 , 也决不能按照 自 己 的或者他人的意志去歪 曲或伪造事实 。 ( 4 ) 记者

①参见Ｎ ｉｇｅｒｉａｎＰｒｅｓ ｓ ,Ｍｅ ｄ ｉａ ,
ＴＶ ,Ｒａ ｄ ｉｏ

,Ｎｅｗｓｐ
ａ ｐｅ ｒｓ ,ｈｔ ｔ

ｐ ：／ ／ｗｗｗ ．ｐｒ ｅｓｓｒ ｅ
ｆｅｒ

－

ｅｎｃ ｅ． ｃｏｍ ／Ｍａ
－

Ｎｏ ／ Ｎ ｉｇｅｒ ｉａ , ｈｔｍ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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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获得在履行他的职责而得到 的合理的薪水和津贴外 , 应拒收因发表或隐

瞒新闻或评论所得的任何好处 。 ( 5 ) 在采集新闻时 , 记者应采用所有合理

的手段 , 不论何时 , 都要保证 自 己 自 由 接近采访对象的权利 , 对私人的秘

密应给予适当 的注意 。
( 6 )—旦消息被选 中并予以发表 , 记者应该遵守普

遍公认的保密原则 , 不得泄露在秘密情况下 获傳消 息的信息来源 。 ( 7 ) 记

者要把抄袭看做是不道德的行为 。 ( 8 ) 每个记者都有责任修改任何
一

篇已

发表的文章 , 以更正原稿 中未经妥善校正的地方 。

结 语

在 Ｉ 9 6 0 年代摆脱英 国的殖 民统治之后 , 尼 日 利亚的新 闻传播事业获

得了长足的发展 , 在整个非洲地区处于领先地位 , 拥有包括报纸 、 通讯

社 、 广播 、 电 视的整个大众传播机构 。 在媒介 的经营管理 、 新闻产品 的制

作 、 推介 , 新闻人才 的教育 、 培养等方面都建立了 由本 国国 民 自 己掌握的

体系 。 尼 日 利亚刚刚结束军人统治 , 处于恢复政党政治和转 向 民主政体的

时期 。 国 内部族众多 , 关系仍未理顺 , 政权机构腐败的 问题远未解决 ； 并

且 , 该 国 的贫富差距过大 , 约有 7 0 ％ 的人处 于贫 困线 以下 , 这严重制约

了尼 日利亚大众传播事业 的市场发育和品质提升 , 不过 , 可 以预测 的 是 ,

如果政局继续稳定 , 随着技术的延伸和经济水平的提高 , 尼 日 利亚的新闻

传播业在不远 的将来将会有更快更好 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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