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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柬埔寨媒介在联合国过渡政府时期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机会，产生了多种声音的报纸和广播电台。之后“两

首相制”引发的军事冲突，使得来之不易的新闻自由被权力斗争所湮没。目前，柬埔寨虽然实行多党制民主，但媒介仍未

能逃脱各种政治和经济势力的操控，沦落为党派宣传机构和索贿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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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mbodian Media experienced a period of free development when the UNTAC ( United Nations Transi-
tional Authority in Cambodian) ruled in Cambodia． After that，the battle in the two-prime minister government
brought great damage to the press． Currently，Cambodian media becomes the tool for various parties and powerful
individuals as Hunsen government controls the media．

新闻的发展通常受国家政治的制约，政府对媒

介的控制也随政局的变化而呈多样化。柬埔寨的新

闻媒介随国家政治风云的起伏而几经磨难，在战火

中与其国家一样惨遭炮火的洗礼。国家统一之后，

媒介仍然受到党派斗争的困扰。新闻控制与新闻争

夺基本表现为两种模式: 一是战争时期和党派冲突

状态下的媒介分裂，媒介的生存空间被剥夺; 二是

国家局势趋于稳定之时，媒介在受到检查的同时，

被经济势力掌控，以致新闻蜕化成新闻从业者的受

贿工具。

一 国家民主重建为媒介带来生机

柬埔寨于 1953 年 11 月 9 日脱离法国独立，而

后历经西哈努克时期、朗诺时期、波尔布特时期、
韩桑林 ( 三派联合政府) 时期、全国最高委员会

( 四派领袖) 时期、联合国过渡政府时期至现今的

洪森政府时期。各个时期的新闻控制与争夺随权力

阶层的交替而不断升级，从控制发展到压制，从压

制最后转为毁灭对立的新闻媒介。
在西哈努克时期 ( 1955 年 9 月—1970 年 3 月)

的最初阶段，柬埔寨新闻出版业从整体来说比较繁

荣，当时共有 26 种报纸，约 7 万读者，其中有 25
种日报，但它们只在金边发行，“这时的报纸或多

或少还有些自由。”［1］1966 年，军人出身的郎诺奉

行反西哈努克的高棉社会主义政策，从而使左、右

派的冲突表面化。1967 年，西哈努克收紧了媒介

的自由政策，以致柬埔寨当时只剩下 13 种报纸，

发行量少于 7 万份。之后柬埔寨北部的反共派山玉

成领导的民主党同西哈努克的桑贡组织对抗，党派

活动和各党派的高棉语报纸便全部被查禁。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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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期的政治斗争虽很激烈，但西哈努克的桑贡

组织连续三次在大选中垄断了国民议会的议席，因

此政局还比较稳定。报纸在这段时期得以休养生

息，出现了不少名编辑，如 20 世纪 70 年代发行量

最大 的 中 文 报 纸 《商 业 新 闻》的 编 辑 杨 飒 文

( Eang Sovan) 就是其中之一。
1970 年至 1975 年，郎诺政府对新闻的控制开

始升级，政府甚至可以随时关闭任何报纸，西哈努

克派的报纸被迫退出主要阵地。当时的新闻机构普

遍“不讲究新闻规律，新闻报道没有时效性，没

有新闻分析，热衷于煽情的小报大行其道，可以肆

无忌惮地批判某些反对派的公众人物”［2］。1975 年

至 1978 年，柬埔寨再次陷入极左的噩梦之中。波

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组织对柬埔寨的新闻媒介严

加控制，并动辄对新闻记者进行严酷的政治迫害，

记者被集体“噤声”。当时柬埔寨人民获取新闻的

主要渠道是广播，但此时的广播电台取消了所有常

规的新闻节目，只准播报波尔布特的讲话及其所谓

对敌人专政的指示。许多记者不得不远走他乡，一

些试图反抗或者稍有异议的记者则被处决。
1979 年 1 月 7 日，柬埔寨首都金边被越南军

队占领，由此结束了红色高棉政权对柬埔寨的残酷

统治。但此后柬埔寨陷入越南政府的钳制，越南扶

植的傀儡政权即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统治柬埔寨长达

14 年之久，柬埔寨的领土上一直驻留着越南人民

军的部队。为了抗击越南的入侵，柬埔寨境内出现

了宋 双、拉 那 烈、红 色 高 棉 三 股 抵 抗 势 力。至

1982 年，三股抵抗势力成立了民主柬埔寨联合政

府，以西哈努克亲王为政府首脑。这个政府得到了

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一致承认，因而在联合国

一直保留着合法席位。在此期间，柬埔寨媒介如同

这个国家一样遭到分裂。一边是地处泰国边界的柬

埔寨抵抗组织的广播电台，各派别的广播电台所发

挥的最大功能是联络各抵抗组织，号召人民共同抗

越。另一边则是越南扶持的傀儡政权金边政府，金

边政府保持了苏联式的新闻媒介，执政的人民党共

有 11 个广播电台，唯一的独立电台在 1988 年被关

闭，所有柬埔寨语言的电视台都直接受执政党的控

制。
几十年的战争摧毁了柬埔寨的文化事业。1991

年 10 月达成的巴黎协议使柬埔寨长达 20 年的内战

终于结束，此时，除了金边政府的机关报 《人民

报》和另外三家杂志外，柬埔寨基本没有其他印

刷媒体。联合国过渡政府成立后，媒介获得了宝贵

的和平生存环境，开始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过渡

政权 ( UNTAC) 于 1992 年率先创办了一家广播电

台和 2 份 报 纸——— 《柬 埔 寨 日 报》和 《金 边 邮

报》。《金边邮报》是英语版，《柬埔寨日报》则分

别以高棉语、日语、英语等不同的版本出版，它们

在柬埔寨重建民主的过程中发挥了引导舆论、进行

民主启蒙等作用。如联合国过渡政府为了鼓励选民

参加投票，向他们免费赠送了 346，000 个收音机。
过渡政府的广播电台不厌其烦地告知人民，他们的

选票 是 保 密 的， 从 而 使 参 加 投 票 的 选 民 高 达

90%［3］。此后，柬埔寨的编辑们也克服了对说真话

将受到惩罚的恐惧心理，恢复了第一家高棉语报

《和平之岛》。1993 年柬埔寨举行大选，全国共有

40 多个政党参选，带动了一大批报纸和广播电台

的产生，当年报纸就发展到约 30 家，第二年达 45
家，到 1995 年升至 90 家［4］。其中，西哈努克和朗

诺时期的媒介东山再起，联合抵抗组织的广播电台

也从边界重新回到国内，20 世纪 80 年代在泰国边

界和金边发行的原抵抗组织的月刊 《新闻公报》、
高棉中立党的 《高棉中立报》以及佛教自由民主

党类似公报的 “报纸”均得以复刊。但大多数高

棉语报逐步发展成党派报纸，表达各党派自家的政

治观点。另外，原抵抗组织的广播调频 90 台和柬

埔寨电视 9 台也是在此时成立的，它们鲜明的政治

立场为抵抗组织在大选中取得胜利赢得了不少的选

民。
过渡政府的信息教育部还颁发了柬埔寨媒介指

导原则，它强调参加竞选的各党派都有权使用媒

介。其中 D 节第 4 条指出，“独立与自由的媒体应

该允 许 多 元 化 的 媒 介 所 有 权， 促 进 并 捍 卫 民

主。”［5］正是因为这段时期实行的民主政治和出版

自由政策吸引了战时移居国外的高棉记者和编辑，

他们纷纷从美国、法国等地重返柬埔寨，加入到新

闻队伍之中。一批老报人迅速创办了自己的报纸，

1993 年的 44 个新闻机构中就有 24 家属于此类。
它们是私营媒介机构，其独立而中立的言论赢得了

多半的读者，占市场发行量的 54%。这些报纸的

出现改变了 1975 年以来柬埔寨没有独立新闻机构

的历史。到 1994 年底，报纸和广播电台共有 50
种，报纸的总发行量恢复到 70，685 份［6］。这段时

期的媒介规模有大有小，虽然还不具备足够的专业

水准，但已成为代表社会不同力量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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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而媒介经营则是

有利可图的商业活动。对当时的柬埔寨而言，媒介

产业百废待兴，市场诱人。柬埔寨联合政府成立

后，外国人接踵而至，投资出版了一系列的报纸，

如《柬埔寨商业周刊》、月刊《湄公河》、《柬埔寨

之光》、《柬埔寨时报》等等。当中，影响力比较

大的是《柬埔寨之光》和 《柬埔寨时报》。这些外

资媒体发行量虽然还不到总发行量的 1 /3，但依仗

着母公司的资金和丰厚的广告收入，成为柬埔寨国

内报纸的强劲对手。一些本地报纸由于经营不善而

被他们挤出了市场，如中文的 《亚洲新闻时报》
就是其中之一。外资报纸在柬埔寨发挥了两大作

用: 一是凭着它们现代化的设备和新闻采访方式及

规范的经营管理模式，为本地报纸提供了办报经

验; 二是为西方人了解柬埔寨提供信息渠道，为他

们在柬埔寨投资经商出谋划策。

二 联合政府不联合，新闻自由被党

派斗争湮没

1997 年，第一首相、人民党的领袖洪森和第

二首相 诺 罗 敦·拉 那 烈 ( 属 奉 辛 比 克 党，简 称

“奉党”) 为扩充本党实力的权力角斗演变成大规

模的武装冲突，致使联合政府再次分裂，此次分裂

也再次造成了柬埔寨媒介的分裂。柬埔寨联合政府

中大部分人是原金边政府的官员，因而形成了以人

民党为主导的执政模式，因此在人民党与奉党的权

力斗争期间，人民党的媒介在媒介体制中占据了主

流地位。如政府的电视台对其他电视台的新闻和节

目负有监察的责任，私营电视台在报道新闻时也要

经过政府电视台的检查，几家反对党的报纸遭到人

民党关闭，奉辛比克党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也遭到

查封。这样一来，其他派别的报纸与人民党自然形

成了一种对立的关系。党派报纸相互指责，公开对

骂，但多数报纸对洪森提出了直率的批评［7］。例

如，《澳大利亚人》报刊登过一组卡通画谴责由人

民党领导洪森制造的政变，画中洪森在掩埋一堆白

骨，旨在提醒人们关注在此次政变中丧生的人数。
其他 党 派 杂 志 在 报 道 高 层 官 员 时，经 常 称 之 为

“狗”、“耗子”或 “猪”［8］。不幸的是，党派斗争

给新闻记者也带来了致命的伤害，洪森与拉那烈两

派都使用过暴力控制媒介，有的记者甚至为此付出

了生命。例如，早在 1994 年，就有 3 名记者被害，

9 家报 纸 被 政 府 关 闭。奉 辛 比 克 党 报 《晨 报》

( Morning News) 的编辑骏农 ( Nguon Nuon) ，因为

报道了人民党高级官员参与政变和省级官员的腐败

而遭到 监 禁。1997 年 5 月，柬 埔 寨 国 家 电 视 台

( TVK) 在西哈努克村的分台因为拒绝播送奉党一

位领导的讲话也遭到袭击，一位电视操作员当场丧

生［9］。人民党与奉党之间的新闻争夺充分体现在对

广播电台的争夺上。奉党在联合政府刚成立时获得

了广播电台 FM 90 和 FM 90. 5 的执照，慑于人民党

的严控，这两家广播电台始终保持低调，对人民党

一般 不 采 取 敌 对 态 度。但 在 1997 年 的 政 变 中，

FM90 台被亲人民党的军队没收，矛盾缓解之后才

被退还给奉党。2003 年全国大选后，两党关系再

次陷入僵局，这两家广播电台全都遭到关闭。
然而，在残酷的政治斗争的高压下，柬埔寨媒

介也存在着一支不同的声音。独立经营的 “蜂窝

广播电台” ( Beehive Radio) 1997 年虽也遭到过警

察的洗劫和没收，1999 年才恢复广播，但其经营

者宋安铎 ( Sonando) 却另辟蹊径，向美国政府资

助的自由亚洲广播电台出售广播时段，播送高棉语

的新闻和评论，一度成为最受欢迎的广播电台。柬

埔寨政府曾经以限制国外媒介报道为理由对其加以

制止，但终因遭到听众的抗议而收回成命。但不久

之后，宋安铎被指控采访批评政府政策的社会活动

家而遭到两次监禁。在 2008 年柬埔寨全国大选期

间，宋安铎故伎重演，又向森朗西党、人权党和拉

那烈党出售广播时段，每天为以上各党派播送一小

时的新闻节目。虽然以上党派利用其广播频道相互

攻击，但其中却包含了有别于政府媒介报道的政治

观点。
奉党的军事力量在这场党派斗争中被基本消

灭，拉那烈被罢免了首相职务。“与此同时，成立

于 1995 年 11 月的反对党森朗西党 ( Sam Rainsy
Party) 在人民党与奉辛比克党的斗争夹缝中崛起，

取代 奉 党 成 为 人 民 党 不 可 忽 视 的 竞 争 对 手。在

2008 年大选后人民党已具备单独执政的能力，但

为了防止奉党倒向反对党而加速反对党派联盟的形

成，同时也为了显示柬政治民主，人民党仍继续选

择与奉党联合执政。”［10］

三 和平时期新闻控制的模式: 新闻

检查、新闻法与贿赂

柬埔寨 1999 年的宪法规定，“柬埔寨王国实行

自由多党民主制度。柬埔寨公民是自己国家命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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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所有权力属于公民。立法、行政、司法三权

分立。”［11］多党民主制为报纸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政府虽然对广电业的所有权实行严格管理，却也能

够容忍报纸所有权的 “多元化”，在发行量方面不

实行控制。和平时期的媒介表面上可以分成三类:

亲政 府 的 媒 介、反 对 党 派 的 报 纸 和 国 际 性 报 纸

( 国际性媒体有《柬埔寨日报》、《金边邮报》、《柬

埔寨晚报》、 《湄公时报》以及以刊登经济新闻为

主的华文报纸) 。国际性报纸独立性较强，其记者

的安全也比较有保障。而多数的高棉语报纸为党派

所有，这些报纸不是沦为某些党派的宣传渠道，就

是成为编辑和记者索贿的工具。正因为如此，报纸

无法保持中立，其言论都得代表某一方的利益。一

些小型的出版物则是随赞助商的改变而改变其立

场。“在 2000 年，只需花 400 美元就可以买下某家

报纸对某个党派的忠诚和支持。”［12］因而党派报纸

基本没有什么职业道德可言，不仅刊登带有明显政

治偏见性的报道，而且充满了互相指责和诽谤的语

句，其引用的话语常常没有来源，也很少提供事实

证明。所以，读者很难分辨新闻与社论之间的区

别。
柬埔寨的主要舆论渠道则被人民党牢牢控制，

新闻检查无处不在。“新闻部大臣和王国政府新闻

发言人均由人民党中央委员、新闻发言人乔干纳烈

担任。人民党利用一党执政的优势在私有化过程中

将一批重点国有企业变成党产，迅速成为多党制下

柬埔寨国内财力最雄厚的政党。在雄厚财力的支持

下，柬人民党领导人和国会议员、参议员频繁以该

党名义到基层访贫问苦、捐钱捐物，使人民普遍得

到了 实 惠，因 而 在 历 届 选 举 中 的 得 票 数 节 节 攀

升。”［13］为此，人民党党报 《人民报》的宣传主题

被限制在两个方面: 一是强调 “该党是为人民利

益奋斗的党，是领导人民开展救国斗争、推翻红色

高棉统治、赋予人民第二次生命的解放者和唯一的

政治力量”［14］; 二是报道政府的政策和政绩。对

于国内外发生的大事件，该报一般都采取忽略的态

度，但有时为了不使当权者太过窘迫，也会偶尔刊

登政府对国际大事件的态度。电视台里的节目内容

通常也是政府官员主持基础建设项目揭幕仪式，要

不就是在为村民们捐款捐物。政府允许国内反对党

和非政府组织创办少量的报纸，以减少来自西方的

责难和压力，但决不姑息反对党的批评宣传，必要

时会采取果断措施取消反对党的电台、电视台和刊

物，追究其负责人的法律责任。1995 年通过的柬

埔寨公民新闻法规定，新闻诽谤的受害者可以通过

起诉获得赔偿，法庭可以判决刊物撤回报道或者给

予受害者经济赔偿。柬埔寨的森朗西党推崇西方民

主、自由和人权，发展自由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该党经常揭露报道政府高层官员的贪污、腐败

行为，在知识分子、工人、市民和青年学生中有较

大影响。“人民党就曾经以毁坏名誉罪和组建非法

军队罪暂时停止包括森党主席森朗西在内的多名森

党议员的豁免权并交由法院定罪，使得森党对人民

党和洪森政府的批评有所收敛。”［15］

柬埔寨人权保护组织 2007 年在对 150 名记者

进行的调查中发现，65%的记者说害怕受到人身攻

击，62%的人说害怕受到起诉，54%的人说曾经受

到过此两项威胁，25%的受访者则回答说曾经见过

有记者因为收了红包而发表正面的报道，34% 的受

访者则回答说知道有同事因为收了红包而取消了某

些报道［16］。2006 年，柬埔寨出台了新的政策，废

除了部分诬蔑与诽谤的刑事责任。但那之后仍然有

记者被指控报道虚假信息和犯有煽动罪而遭到起

诉，有的则因 “伤害他人名声”而被罚款。另外，

对于发表危害 “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信息的，

政府可以没收其出版物，并责令其停刊 30 天。至

于“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等术语，法律中却没

有具体界定，但凡对政府不利的新闻一般都可援用

此规定。所以，报纸记者大都不愿采写与政治斗争

相关的新闻，电视台也不愿意播送任何可能引起争

议的问题，而只注重报道政府和人民党的活动与新

闻。柬埔寨的记者以收红包而闻名，“参加社会机

构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要收红包”，替人宣传或是替

人“消灾”都得 “按红包的分量”决定发稿的版

面和长度，因此 “仅有法国的国际广播和美国之

音在 报 道 那 些 非 法 伐 木 行 为 和 侵 占 土 地 的 行

为。”［17］

监督的长期缺失导致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泛

滥，“柬埔寨官员工资虽低 ( 省长和各部大臣月工

资约 200 美元，下层公务员约 70 美元) ，但拥有高

级轿车、豪华别墅和大片良田的却为数不少。官员

霸占农民土地、与民争利的腐败行为有愈演愈烈之

势，失地农民生活困难，在正当权利得不到维护的

情况下转而寄希望于通过大选实现政党轮替来解

决。”［18］

除了政治控制因素以外，地域发展也是限制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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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寨 媒 介 发 展 的 一 个 重 要 因 素。柬 埔 寨 人 口 约

1350 万，大部分人住在农村地区，他们文化水平

低下，识字率低，再加上交通不便等因素，金边市

以外几乎没有报纸发行。农村人口通常买不起电

视，全国仅 57% 的家庭有一台电视机，城市的电

视信号覆盖率有限，农村的电视收视率就更低了。
那里的人们较多使用收音机，收音机既便宜，又便

于携带，在户外工作时也可以收听，因而每个省都

有转播站，在全国有 62% 的广播听众。目前，柬

埔寨大约有 369 种报纸，154 种杂志，6 家电视台，

13 家广播电台，但只有 20 － 30 家报纸正常出版，

因为没有资金，大多数纸质媒介只在节假日或特殊

日子才出版［19］。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唯有互联网在柬埔寨的发

展充满了希望。目前柬埔寨的互联网普及率还非常

低，2008 年，互联网用户大约 4. 4 万。其用户主

要是学生，他们通过互联网收看被政府截控的新

闻，但网速很慢，基本无法下载。其主要问题是，

市场缺乏投资，用户消费水平不高。然而，柬埔寨

政府正在招商引资，部分开发互联网，国外电信运

营商已全面进入柬埔寨展开激烈的竞争。中国运营

商也正着手采用 BOT ( 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

设) 的方式进入柬埔寨互联网市场。可以预见，

柬埔寨政府对国际市场、资源、技术和经济支援的

需要，扩展了它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和沟通。也许正

是这种沟通将决定柬埔寨互联网与世界的链接及其

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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