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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闻竞争的几点思考

[ 作者 ] 姚志明 

[ 单位 ] 宁波日报社 

[ 摘要 ] 目前报业竞争谈不上如火如荼，但至少可以说日趋激烈。众所周知，在广州、南京、成都三个地区，报业竞争近乎惨烈，因为已

经有报纸在竞争中倒闭了（历史悠久的四川《蜀报》和《商务早报》在竞争中停刊）。去年，“战火”蔓延到素来被报界称之为温文尔

雅、缺少竞争的浙江。《今日早报》与《都市快报》为泔水油能不能炸油条开打笔墨仗。二家报纸除了在各自报纸的头版头条，以通栏标

题方式推出记者调查报告，还用了大量版面详细刊登了大量的调查文字和图片。这次新闻仗，完全超出了正常的新闻竞争或报业竞争，以

致宣传部门不得不出面干预。新华网还专门为此发消息，披露这场笔墨官司的来龙去脉。 

[ 关键词 ] 报业竞争;新闻竞争;新闻媒体

       目前报业竞争谈不上如火如荼，但至少可以说日趋激烈。众所周知，在广州、南京、成都三个地区，报业竞争近乎惨烈，因为已经

有报纸在竞争中倒闭了（历史悠久的四川《蜀报》和《商务早报》在竞争中停刊）。去年，“战火”蔓延到素来被报界称之为温文尔雅、

缺少竞争的浙江。《今日早报》与《都市快报》为泔水油能不能炸油条开打笔墨仗。二家报纸除了在各自报纸的头版头条，以通栏标题方

式推出记者调查报告，还用了大量版面详细刊登了大量的调查文字和图片。这次新闻仗，完全超出了正常的新闻竞争或报业竞争，以致宣

传部门不得不出面干预。新华网还专门为此发消息，披露这场笔墨官司的来龙去脉。竞争就在我们身边，竞争无处不在，竞争是全方位

的，避免竞争是不现实的。眼下，作为报业同仁，要研究的不是要不要竞争，而是如何做到竞争有术，减少竞争的“成本”，以较少的代

价获得较大的成果。报业竞争从外延上来分，包括新闻竞争和报业经济竞争。这里要探讨的是新闻竞争。因为报业经济竞争，各有各的竞

争环境、竞争条件，因此竞争的招数也不一样。而新闻竞争，相对来说，人的主观能动性体现得更充分。因此，我们有必要探讨，尤其是

对年轻的报纸，对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来说。我们当老总的就应该广泛发动群众，至少要教会我们的部主任认识到竞争的必要性、重要性、

紧迫性，学习如何开展新闻竞争，并做到战之能胜。我们的新闻竞争，是体制内的竞争，即大家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创办的新闻媒体，大

家都是党和政府的工具，大家都是人民的喉舌。但这并不是说，大家都会相安无事。因为在政治因素取得共识后，经济因素就会成为竞争

的主导因素。因为谁的报纸办得好，就会在读者中扩大影响，随之而来，就会提升发行量，并带动广告收入的增长，从而壮大报业的经济

实力，以吸引更多更好的新闻人才，并以更多更好的装备武装采编人员，反过来再投入新一轮竞争。新闻竞争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强者更

强，弱者更弱。在体制内竞争，必须讲诚信，不能尔虞我诈，不能像有的西方媒体那样制造新闻，或恶性炒作新闻。但是也不能学宋襄

公，讲毫无意义的所谓仁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你在竞争中败北，即使你有为人民服务的良好愿望，最终关门（停刊）大吉，为

谁去服务?当然这是极而言之。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为报社牟取最大的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这是职责所在，毋庸讳言，不必

羞羞答答。难就难在如何取之有道。体制内的新闻竞争包含三个层次：一是各地报纸的竞争；二是同一城市各张报纸的竞争；三是同一城

市同一报业集团下的子报与子报、子报与党报的竞争。对于这类内部竞争，结果也有三种：一是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二是在竞争中两败俱

伤或多败俱伤；三是在竞争中获得双赢乃至多赢。我们期盼的是第三种结果，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可能出现前二种结果。对此，我们要有

足够的准备。趋利避害，力争第三种结果。新闻竞争的结果，用老百姓的标准来衡量，就是哪张报纸更“好看”。这“好看”二字，内涵

十分丰富，既有内容的要求，也有形式的要求。能否吸引读者的眼球，就应该研究一下竞争之术。这里着重从编委会角度或者说从决策者

的角度，结合东南商报的实际谈几条想法，供大家参考。第一，强势推进，榨干挖尽，不留余地 2001年4月17日傍晚，一位女乘客将一个

红袋遗落在出租车上。18日上午，出租车驾驶员拎着红袋上交到鄞县公管所。打开一看，里面有42个信封，信封上写着不同姓名、病区、

药名和金额。共有3.8万多元。当天，东南商报记者得悉这一“报料”，向总编们汇报，这里面肯定有“新闻”!而且我们估计其他新闻单

位也很快会知晓此事。怎么办?抢!抢时间、抢新闻。第二天商报即以《出租车上发现蹊跷巨款》为题在头版头条强势推出。接着商报又分

别根据读者想知晓而未知晓的疑问，在第一版接连推出4个头条，分别报道了这笔药品回扣涉及到的我市医院和医生，分析了医药回扣为



何屡禁不止的原因，以及围绕这一事件，方方面面、上上下下的态度和处理意见，可谓把有关的新闻素材榨干挖尽，不留余地。以后，中

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现在播报、焦点访谈）、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浪网等全国几十家媒体先后报道了

这一新闻事件。这些媒体的报道在无形中播扬了东南商报的名声，因为新闻源在宁波，在东南商报。在评选2001年度市级好新闻时，《出

租车上发现蹊跷巨款》被评为一等奖。当时，市级其他新闻媒体和鄞县日报也报道过这一事件，在时效上也不相上下。为何东南商报被推

为一等奖?强势推进、榨干挖尽是该报的成功之处。好的新闻素材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碰上了，应该不惜版面，精心策划，并派遣

精兵强将去采编，并在可能的条件下，把本报的影响扩散开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八个字既是在提醒记者，也在提醒总编们。抓住

机遇，果断出击，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第二，巧借外力批评难，批评当官的更难!大凡搞过舆论监督的都有这个体会。怎么办?尽力

而为，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2001年11月27日，东南商报记者得知南京一个局级干部带着一帮人，在宁波大酒店娱乐

场所醉后胡闹，大喊大叫要“找小姐玩玩”，并阻碍民警执法。我们认为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刚刚开过，如果把这事件曝光，无疑会推动

党风廉政建设。手中有这面大旗还怕什么?于是果断地把这篇新闻在第二天以《强要“小姐”对抗民警几名南京客前晚在我市滥发淫威》

为题在头版刊出了。消息见报后引起轩然大波，全国许多媒体纷纷转载派记者前来宁波采访。在南京反应更为强烈。南京有媒体干脆转载

了本报的报道，并在标题标出“据东南商报报道”字样。后来新华社报道了南京市委书记李源潮对这一事件的态度：谁砸南京的牌子，就

敲谁的饭碗。参与这一“强要小姐，对抗民警”事件的局长等人都被罢官，有的还受到法律惩罚。事后，有同行问我们，为什么有这个胆

量报道此事。我们笑答：是响应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的号召啊!事实上，有关领导部门在消息见报后也没有批评我们。也许有人会说，你

批评外地人，当然可以这么干，本地的敢不敢?我们认为，假如“大旗”举得好，结果就不一样。前不久，新华社有一则通稿：《慈溪政

绩工程是如何“套牢”百姓的?》，这篇通稿能不能在商报采用，颇费思量，因为其中涉及到一位县局级干部，本报是无权批评的。但我

们还是接过了“新华社”这面大旗，在市级其他媒体都未转载的情况下转载了，并在本市引起较大反响。慈溪市至今未打电话来。就是打

来了，我们的应答词已经准备下了：这是新华社的稿件，新闻纪律中没有“不能转发新华社稿件”这一条。第三，巧解情结，多找共鸣点

报纸是给老百姓看的，老百姓自有老百姓的共性，如民族自尊性、爱国、爱家、爱本土等等。我们搞新闻的，应该从百姓中来，到百姓中

去。“来”，就是要了解百姓的喜怒哀乐；“去”，就是要设法找到老百姓的共鸣点。当然，这里所说的巧解情绪，不是指“煽情”，这

是必须界定的。因为“煽情”之作，不是社会主义新闻媒体所要追求的。如果强要有“煽”字的话，那么我们要“煽”起的是高尚之情。

作为总编要努力找准读者的“易燃点”。这样，一旦材料选得好，就能与读者“一拍即合”，“一点就燃”。古人云：阳春白雪，和者盖

寡。办报纸，就是生产特殊的精神产品，是给许许多多人看的，越大众化越好，越有共同性越好。当然这个“共同性”也是相对的。例如

“爱宁波”这个主题，这对560万宁波人来说是有共性的，但超出宁波地域范围来谈爱宁波，就会“和者盖寡”。因此也可以这么说，作

为地方报纸，“本土化”文章是值得大做特做的。 2001年2月6日，东南商报发表了一条消息。导语是这样的：“记者近日在超市买了几

包速冻汤圆，回家仔细一看，‘宁波汤圆’产地竟然是河南郑州，令人啼笑皆非……”宁波汤圆，是宁波人的骄傲、宁波市的品牌，现在

出现宁波汤圆河南产，这一令宁波人悲哀和警醒的事，无疑会吸引许多宁波人的眼球，引起宁波商人和企业家的思考。共振，这是物理现

象，同样适用新闻工作。第四，功夫在报外古人写诗崇尚“功夫在诗外”，办报也同样，也要狠下“报外功夫”。收到记者一篇稿件，当

总编的就要试想一下，消息见报后，会引起哪些社会反响（正面和反面的）?如何使一篇稿件起到“以少胜多”的连锁反应?尤其是舆论监

督稿件，更应思前想后，左顾右盼，以争取最大的社会效果作为终极目标。东南商报曾有过一次暗访引出一个行业规范的经历，这就是

“功夫在报外”。我们不能为监督而监督，不仅要反映问题、分析问题，而且要努力为解决问题而推波助澜。现在报纸大都开设了新闻热

线，接受读者的投诉。这是报纸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对此，我们也应该注意抓好二头。一头是在报纸上解惑释疑，另一头则是在力能

所及的范围内为读者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我们平常一般比较注意版面上的新闻，而忽略新闻背后的新闻。其实，有些新闻的挖掘有一个过

程，如果我们在某篇消息见报后，再做一些“报外工作”，也许会得到意外收获。余姚林业大户龚国庆承包大片水杉树，经过20年的养

护，砍了舍不得，不砍又收不回成本。消息见报后，报社始终追踪报道着此事的处理过程和结果。最后二位副市长就此事指示：树不能

砍!开元大酒店致电商报和有关部门，表示要认领这批树林为“开元林”，并作为职工的教育基地。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这篇报道的成

功之处，就是记者多方奔走，促进问题解决，并追踪报道方方面面为解决问题而付出的努力。新闻竞争之术远不止上述四种。我们是实际

操作者，更重要的是树立竞争意识，学会起码的竞争之术。简言之，要敢于竞争，善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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