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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持假护照登机涉恐可能性被排查，到遭劫机猜测让官方承认，马来西亚“否认再承认”的挤
牙膏式信息发布，倒让媒体扮演起侦探福尔摩斯。

在马航失联事件中，全球媒体聚集在一起，国内媒体和英美媒体站到了同一个竞技场上。这
些天，美英两国媒体成了情报先锋，挖掘出不少猛料，但备受网友质疑的国内媒体真的“一无是
处”吗？

马航MH370航班失联

媒体大战

掌握信息来源更多，派出记者阵容更大

美美英英媒媒体体挖挖出出九九成成猛猛料料
英美媒体信息源更多

从持假护照登机涉
恐可能性被排查，到遭
劫机猜测让官方承认，
马来西亚“否认再承认”
的挤牙膏式信息发布，
倒让媒体扮演起侦探福
尔摩斯。

记者根据媒体公开
报道统计发现，此次马航
MH370客机失联，近九
成关于事件进展的关键
信息都是由美英两国媒
体发布，其中路透社、《华
尔街日报》和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CNN)则成为
爆料的三甲。

此外，美国官员则成
了媒体的最主要消息源，
来自马来西亚官员的“内
幕”位居第二位。

作为一名美国记者，
曾刊文质疑马来西亚军
方早就注意到失联客机
异常的《纽约时报》记者
布莱德肖透露，自己比别
的国家记者拥有更多的
美国资源。他告诉记者，
当美国官方发现了什么
消息，《纽约时报》总部总
是第一时间得知。“前方
采访和后方信息相结合，
缺一不可。”

美联社记者赖成新
向记者透露，美联社作
为国家通讯社，在全球
各地常年驻有记者，非
常注重和当地政府搞好
关系。平时积累的人脉，
此次马航失联便派上了
用场。

“我们的记者其实是
可以采访到马来西亚高
层的，如果领导需要的
话。”赖成新说，记者的人
脉很重要，采访也要尽可
能地找到核心人物，才有
拿到独家、垄断关键信息
的可能。

蹲守任何能出新闻的点

此外，布莱德肖认
为，美国媒体掌握消息
源之所以多，是因为美
国在航空事故方面有着
非常丰富的经验，并且
波音公司就是美国的，
他们对该飞机的了解比
任何国家都要多。但如
果只是指望美国方面的
单一信息，绝对不可能
写出好的新闻，因为这
次搜索是26个国家通力
合作的。

“我们派出了大量的
记者，驻守在各个国家可

能出新闻的一些地点，从
各国政府和各个机构以
及相关人士方面挖掘信
息，掌握的信息源越多越
有利于分析。”布莱德肖
说。

除此之外，美国媒体
还会请教一些专业的航
空数据分析机构。“相对
来讲，这方面的专业性别
的国家媒体不一定跟得
上。”布莱德肖称。

《华尔街日报》1 2
日爆出飞机发动机在失
联后又工作了数小时的

消息，这意味着搜救范
围可能需要扩大或者转
移。消息源是失联飞机
的 发 动 机 制 造 商 罗 尔
斯·罗伊斯。尽管马方照
例否认，但最终消息被
证实。

同样，该报13日还从
技术上分析了飞机为何
失联，结论是应答设备可
能被人为关闭，飞机改变
航线是因为有人在飞行
管理系统(FMS)中输入
了新的数据，这些消息之
后同样被证实。

国内媒体更重素材分析

在马航失联事件之
前，很多突发事件报道的
真实性是以结论形式呈
现在公众面前的；而在马
航失联事件之中，这一真
实性是以过程形式呈现
的，这是一个不断发现、
甄别、剔除、确认的过程。

在马航失联事件报
道中，如果能够迅速采访
到参与航班搜救的人员，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
公众由于信息饥渴带来
的焦虑。由于我国媒体在
马来西亚等地缺乏核心

报道资源，因此很难获得
一手消息，只能援引外媒
报道或者等待马方召开
新闻发布会，在探究真相
方面显示出来能力不足。
我国媒体在素材分析方
面下的功夫比较大，电视
台、电台、报纸纷纷采访
专业人士，迅速展开各种
解释或者预测式报道，从
飞机性能到机上人员情
况调查，不一而足。

此外，国内媒体的反
应速度也有可圈可点之
处，在马来西亚总理纳吉

布15日提出调查重心回
到机上人员后，21世纪经
济报道记者16日晚上就
根据当地媒体提供的信
息摸索到了机长和副机
长的家。当他们17日再去
副机长家做补充采访的
时候，BBC的摄制组一行
三人才刚来到副机长家，
而当时在场的很多中国
记者已经把机长、副机长
家周围的邻居采访一圈
了。

据法制晚报、中国新
闻出版报

马航MH370客机失联，美英两国媒体成了情报先锋，近九成
关于事件进展的关键信息都是由这两国媒体发布。而同时，我国
媒体在素材分析方面下的功夫比较大，电视台、电台、报纸纷纷采
访专业人士，迅速展开各种解释或者预测式报道，从飞机性能到
机上人员情况调查，不一而足。

每次有失联飞机的消息，就会有大批记者前往。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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