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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曾在《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提出了著名

的5W传播模式。拉斯韦尔认为，一个传播过程包含五大要素：谁(Who)、说什么(Say What)、

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产生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

对应这五大传播要素，拉斯韦尔又提出了五种传播研究方法，即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

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借鉴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分析会议新闻传播行为，弄清楚会议新

闻谁在说、对谁说、说什么、怎么说等基本问题，以此，对会议新闻传播效果进行考量，对于

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会议新闻的传播规律，消除会议新闻传播中的信息断码、重码、乱码问题，

提高传播效果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谁在说--会议新闻传者角色的确认 

  

    谁是会议新闻的传者？这个问题，一般都被人们所忽视和误解。许多人都认为，会议新闻

的传者就是记者。也有学者认为会议新闻传者不是记者，“他们只不过是接受了其他传达者

(即新闻来源)传达的信息，并利用各种引语形式把其他传达者的话语转换成了自已的话语”

①。我认为，这两种认识都不够科学。说会议新闻的传者就是记者的人，排除了会议信息的直

接发布者，而将会议新闻的作者误解为传者。而否定记者作为传者角色的，也同样回避和排除

了记者就在会议现场对会议事实信息的发现和见证的事实。我认为，谁是传者，关键要看谁是

信源，谁是新闻事实的发现者、发布者。考察会议新闻的传播行为，我认为，会议新闻传者既

不是单元的记者，也不是单元的会议信息直接发布者。他应是多元的传者构成体，包括：会议

信息的发布者，相关背景信息的提供者，会议现场信息的观察者、记录者。会议信息发布者一

般指会议上的讲话者、报告者、发言者和会议新闻发言人。相关背景信息的提供者是会议之外

的涉及会议决议、决策、政策等形成的背景信息提供的有关组织和个人。会议现场信息的观察

者、记录者主要是指采访会议新闻的记者。有些事实信息是会议信息发布者所不易察觉、无法

传播的。比如会场内发生的静默的情态信息和会场情绪等等。 

    确认会议新闻的传者角色非常重要。这不仅涉及对会议新闻形态的认识和建构，也涉及到

传播信息的选择和效果考量。任何单一的传者确认，都将使会议新闻无法呈现良好的传播效

果。 

    完全以记者的主观见证来描述和构成会议新闻，会是什么样的形态，这是很难想象的，而

完全以会议信息直接发布者发布的信息，而无见证性信息和背景性信息的补充，会议新闻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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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人们对会议信息的理解。 当前，基本没有单纯以记者见证来描述和构成会议新闻的形

态，而单纯的以会议发布者的信息发布来构建新闻的则几乎成了普遍的叙事模式。 

    一篇好的传播效果的会议新闻，应是多元传者信息的相互补充和记者解读的结果。单一会

议信息传者信息的发布不会有好的效果。 

  

     我们来比较两篇会议新闻：  

   

    【胡锦涛APEC峰会演讲 建议从四方面努力造福亚太】  

 

  中新社河内十一月十八日电(记者 于晶波)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今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APEC)第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演讲。为谋求和谐共赢，造福亚太人民，他建议从四

个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维护和平稳定。 ……略 

  第二，促进共同发展。 ……略 

  第三，实现合作共赢。……略   

  第四，奉行开放包容。 ……略 

    这则消息是以单元的会议信息发布者的信息建构新闻的，没有背景信息和记者的信息解

读，记者只是被动地接收信息、转述信息。除了告诉人们胡锦涛讲了四点主张单一信息外，为

什么要提出这些主张？与会人员有什么反响？会场内的气氛等等相关信息都没有交待。  

   我们再看一则会议新闻：   

  【“我们不能闭门开会”：沙尘暴牵动总理心】 

 

  

  “同志们，我们不能闭门开会。会场外，北京正出现严重的降尘天气。北京扬尘天气已经持

续10多天了，这虽然有气候的因素，但也反映出环境问题的严重性。” (这是会议信息发布者

的话语) 

  17日，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在漫天的浮尘中召开。开幕式上，从黄色沙尘中走来的国务院总

理温家宝的开场白振聋发聩。会场内肃静无声，代表们神色凝重。 

  (记者为传者的观察、记录、传播) 

     从前一天晚上，我国北方地区出现自2003年以来最大范围的强浮尘天气，(这一背景信息

是记者通过气象部门或媒体了解到的，也就是说这一信息是由上述发布者发布的。)北京市未

能幸免。此时此刻，北京成为土黄色的城市，空气中充斥着细细的沙尘，地面、房屋、汽车，

甚至是每一片树叶都被黄色浮尘厚厚地覆盖。(记者的见证和发布，此信息记者是发布者)  

    “沙尘暴连续发生，对我们是一个警示。我们在这里开会，感到肩上的压力。”温家宝语

重心长地说：“十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大多超额完成，但环境保护的指标没有

完成，主要是两个指标：一个是二氧化硫排放量，一个是化学需氧量。2005年全国二氧化硫排

放量比2000年增加了27%，化学需氧量仅减少了2%，均未完成削减10%的控制目标。  

    温家宝提醒代表们：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已经集

中出现。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给人民生活和健康带来严重威胁，必

须引起我们高度警醒。  

(以上各段都是会议信息发布者的发布) 

    温总理的讲话既不讳言沙尘暴问题的复杂和艰难，又显示出迎难而上、加大治理的勇

气。 (记者的解读和发布) 

   参加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的代表们为温总理的忧患与勇气所感动。 

   (情态信息的见证)  

   “温总理日理万机，却心系沙尘暴治理问题，更坚定了我们进一步做好环保工作的信心和

决心。”刚刚上任的山西省环保局长刘向东，第一次来北京开环保大会就碰到了沙尘暴天气，

漫天的风沙让他更感到了责任重大。他说，“沙尘暴再次给我们敲响警钟。作为首都的西北门

户，我们一定要共同努力，早日把沙尘暴挡在北京城外。” (会议信息发布者信息的发布) 

    总理的真诚换来代表们的掌声。(记者的见证，其实其情态信息的发布者仍然是“代表



们”)来自内蒙古的代表李万忠特地把总理讲话稿中“全面小康的经济目标，经过努力完全可

以达到，而要达到小康社会对环境的要求难度很大”这句话用红色铅笔勾了出来。他说：“总

理的讲话发人深省，令人反思，告诫我们：必须把保护环境这件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

抓紧做好。” 

   除了温家宝、刘向东、李万忠等作为会议信息发布者的信息传播外，还有记者的见证性信

息发布 

   (会议信息的发布者) 

    这是一篇多元传者建构的会议新闻，会议信息发布者与会场见证者和相关背景信息提供者

的信息传播交相辉映，相互补充，使本篇新闻主题鲜明、内容充实，富有特色。   

     这篇消息，除了温家宝、刘向东、李万忠等作为会议信息发布者的信息传播外，还有记

者的见证性信息发布。如： 

    “从前一天晚上，我国北方地区出现自2003年以来最大范围的强浮尘天气，”  

    这是背景信息其发布者，应是气象部门或媒体，如果没有这一背景性信息就会使温总理在

导语中的话 “沙尘暴连续发生，对我们是一个警示。我们在这里开会，感到肩上的压力。”

没有了依据。 

   “北京市未能幸免。此时此刻，北京成为土黄色的城市，空气中充斥着细细的沙尘，地

面、房屋、汽车，甚至是每一片树叶都被黄色浮尘厚厚地覆盖。” 

    此为记者作为传者的信息发布，此时的传者和作者是复合在一起的。  

   “17日，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在漫天的浮尘中召开。开幕式上，从黄色沙尘中走来的国务

院总理温家宝的开场白振聋发聩。会场内肃静无声，代表们神色凝重。” 

    “总理的真诚换来代表们的掌声”。 

    “参加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的代表们为温总理的忧患与勇气所感动。” 

    以上既有记者的在场见证性信息发布，如“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在漫天的浮尘中召

开。”、“会场内肃静无声”。也有“肃静无声、”“神色凝重”、“掌声”等情态性信息。

当然，这情态信息的发布是由“代表们”发出的。 

   “参加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的代表们为温总理的忧患与勇气所感动。” 

   “温总理的讲话既不讳言沙尘暴问题的复杂和艰难，又显示出迎难而上、加大治理的勇

气。 

    以上是记者的解读性的信息和发布。 

   “从前一天晚上，我国北方地区出现自2003年以来最大范围的强浮尘天气，”这一背景信

息是记者通过气象部门或媒体了解到的，也就是说这一信息是由上述发布者发布的。 

    会议召开的背景，会议讨论的问题，做出的决议，与会者的反响与共呜等等信息完整，主

题鲜明而突出。情、景、理交融，使社会公众和与会者看到了环境保护的紧迫现实。看出了多

元传者的信息发布的传播的效果。 

 

    西方记者在处理会议信息时，常常采用多元传者的信息发布，这种发布的信息完整、准

确，更注重传播效果的考量。 

    记者是否作为会议新闻传者角色确认，有主动介入与被动接收之分。主动介入，是指记者

置于会议活动现场，作为会议新闻传者角色，对相关信息进行收集和发布，此时，记者与会议

信息发布者、相关背景信息提供者共同构成会议新闻的传者角色。这种介入是作为会议新闻的

传者积极作为。而被动接收，则完全把自已置于记录者角色对会议新闻信息的转述。 

    记者作为传者并不是不要新闻的客观性。而是记者在客观观察基础上对新闻事实的客观真

实的反映。记者作为传者最忌讳的是记者的非理性和歪曲的新闻事实的发布。 

    无论谁做为会议新闻传者在说，都是记者有目的的信息和话语选择。这是一种附合新闻传

播规律的识码、解码、编码、传码的过程。 

    传者和信息选择关系到会议新闻传播的效果。“在新闻叙事中，叙事人的身份、视角、聚

焦、功能等并由此合成的‘声音’，表现出的是叙事的立场、观念与态度。叙事人的真实身

份，他眼里的世界的真实性，直接关乎新闻的准确、客观与公正，关乎新闻传媒的公信力和影

响力，关乎新闻的生命和新闻事业的生命”②。因此， 在传者和信息的选择上，应遵循显著



性、权威性、准确性、有效性、真实性的原则。显著性，是指会议信息发布者层次越高、位置

越显要，其发布的信息越被关注；权威性，是指越是置于政策、决策、决议的核心圈或对政

策、决策、决议越有影响的信息发布者越权威；准确性，是指对会议信息发布者和相关背景信

息发布者的信息和话语应做准确的引用和转述，不得曲解和误解；有效性，选择传者和信息应

考虑受者关注点、社会现实环境、社会舆论热点，越接近和触及以上这些问题的传者和信息越

有效。真实性，主要是要求记者在作为传者角色时，对所观察和记录的信息要真实，并且发布

真实性的事实信息。 

   

    对谁说--会议新闻传播受者的定位 

  

    对谁说，是对主体受者的选择，同时，也是从受者需求来选择传播内容、叙事枢架、话语

构成的问题。只有将传播内容与目标受者需求相契合，才能达到传播的目的,不然，就会出现

风马牛不相及的传播尴尬。长期以来，在我国的一些媒体上，会议新闻传播主体受者定位不清

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传播实践证明：对谁说，不对谁说，应对谁说，不应对谁说搞不清，

就不会有好的传播效果。 

    对谁说的确定涉及到会议新闻内容和传播话语、新闻框架的选择。由于会议新闻传播主体

受者确定模糊，受众目标不清，因此，一些媒体会议新闻的叙事框架大都是会议名称十会议程

序十领导讲话提纲,似乎会议新闻是写给会议信息发布者或参与者的，生怕缺了这些内容会让

会议信息发布者和会议参与者提出质疑。而会议决议、决策了什么？通过了什么？解决了什么

问题？对哪些人将产生影响等等这些对会议新闻主体目标受者有用的信息似乎可有可无。这

样，一方面作为与会者会议传播的信息通过媒体再传播，对其来讲是无效信息，而对主体目标

受者而言，又是无用信息。除了让社会公众知道开了什么会议、谁讲了话以外，再无可知、有

用的信息。  

    从会议信息的传播形式看主要有四种：会场传播、会场与媒体的同步传播、媒体传播、人

际传播。会场传播的主体受者是与会者，而会场和媒体传播的主体受者则是与会者和社会公

众；媒体传播的主体受者是社会公众，而人际传播的主体受者则是传者所面对的人。每一种传

播形式和传播渠道所传播的内容和形式是不同的。会场传播的是会议信息发布者的完整信息,

受者对信息接收也是全息性的，也就是说是完整接收的。有时，还是传受互动的。会场和媒体

的同步传播则是采用直播(广播、电视、网络)的形式，对会议进行的议程和内容的全程传播，

与会者受者对信息的接收是全息性的。但社会公众受者可能是全息的，也可能是非全息的。也

就是说，虽然，传者信息发布和传播渠道是开放的，全息的，但，对社会公众受者而言，并不

一定会全息接收。媒体传播则应是传媒对具有新闻传播价值和社会知悉价值的会议活动和信息

的选择性发布，受者既有传者指向的目标受者主体，也有边缘受者群体。目标受者将对会议新

闻信息中利益关联度高的信息产生影响和行动。人际传播则是对上述传播内容进行解码和编

码，选择具有对其所传播信息的认同和影响群体的选择性传播。 

    会议信息传播基本是由核心圈向外围圈的放射性传播。但，信息传播却是由全息向选息的

传播。即：会场(全息传播)→会场与媒体同步传播(全息传播)→媒体传播(选息传播)→人际传

播(选息传播)。受者则是由选择性受者(与会者是选择性的)→大众受者(媒体参与的传播是面

向社会公众的)→选择性受者(选择性地传播和影响其周围的人群)。通过分析我们了解到会议

信息内容传播是由内向外，信息状态由全息向选息的。每一级传播的内容和受者是不同的，因

此，会议新闻传播的主体受者，不应是会议的信息发布者和会议场域里的受传者和参与者。而

应是会议所讨论问题的直接和间接关联者，即主体目标受者。会议信息的发布者和参与者只对

会议新闻信息的传播起到印证、评价、控制作用。    

    任何新闻的传播因其内容选择不同，因此，也会有核心受者、外围受者、边缘受者之分。

核心受者是指那些最容易受到新闻信息影响的群体，对内核性信息 ，具有关联性反映。外围

受者是指那些圈围在核心受者的群体，这些群体对新闻信息可能产生反映，也可能不反映，还

可能受核心受者的影响，对信息产生关注和反响，他们是新闻信息的潜在核心受者。边缘受者

是指那些与新闻信息毫无关联的受者，虽然，他们也能够接收到信息，但，因与其需求没有关

联，因此，对传媒传播的信息不会给予关注。会议新闻的受者也不例外，因此，要提高会议新

闻传播的有效性，必须研究和把握谁是会议新闻的核心受者、外围受者、边缘受者 。 如，农



村工作会议的核心受者是农民，而做为外围受者的那些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部门、企业、个人也

会予以关注，因农村工作会议出台的政策、透露的市场信息也将对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

影响。明确了目标主体受者，就会选择好主体受者所需求的信息内容和叙事框架传播新闻信

息。 

    当然，也不否认，在特殊情况下，记者在内容和受者选择上，会受到来自会议信息发布

者、利益集团、社会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干扰，同时，也有记者的世界观和认知能力等主观因素

的影响，这些因素都将影响记者信息内容的选择，从而使传播的信息偏离主体受者需求， 但

多数情况下，是由于记者对主体受者识别不准造成的无效传播， 

    确认主体受者，一方面，需要记者从会议讨论的核心问题中去弄清谁是这些问题的直接关

联者，谁将关注这些问题、谁将受到波及性影响？弄清了这些问题，那么，就会确认谁是主体

受者，也便知道该向这些人说些什么内容了。另一方面，记者应带着问题，特别是社会公众所

反映和关心的问题参加会议，这样，通过对主体受者需求问题的把握，就会有目的的采访会

议，选择好报道内容。会议新闻报道应是主体受者感兴趣、关注、关心，对其产生影响或引起

反映的内容，而不是会议。因为，“会议只是一个新闻的挂钩和由头，是新闻发布的时间要

素，而不是新闻本身。”③这些内容应是会议决议了什么？会议出台了什么政策？政府为什么

要采取这样的措施？这些决议、政策、措施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影响谁？而不应是程序性的

东西。 

    

    说什么--会议新闻传播内容的选择 

    “一个新闻事件是否具有足够的新闻价值，总是与这个事件对人的心里感知和社会意识冲

击程度相关。”④《传播的观念》陈卫星123页。会议新闻的选择也是这样，总是要选择有新

闻和社会知悉价值的内容进行传播。因为，会议信息是丰富的，在一条消息里边不可能把所有

息项都囊括进来，因此，说什么，不说什么，必须进行精心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内容的选

择，其实就是传者对主体受者及其需求契合点的选择。在这一过程中，传者都要经过发现、过

滤、判断、确认、突显的信息处理过程。 

    任何会议都是政治集团和利益集团统一思想、协调社会关系、处理问题、形成决议和决策

的有目的的活动。也就是说会议所研究的问题、所形成的决议都是为了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处

理各种矛盾、动员各方面力量的，会议的目的和所关注的是协调和影响社会公众或某一特定群

体的利益。因此，记者在处理会议信息中，必须在发现有用信息、滤掉无用信息、判断关联信

息、确认需求信息、突显重要信息上有所作为。 

    发现有用信息，是指记者要特别关注会议研究了什么？形成了什么决议？出台了什么政

策？为什么要出台这些政策，政策将影响那些群体？谁说了新的话、重要的话、有影响力的

话，为什么要讲这些话，指向在哪里？在决议、决策或出台政策过程中谁发表了具有影响性和

代表性的意见？这些信息是有用的，也是需要向社会发布的。滤掉无用信息，是指记者在发现

有用信息的基础上，要迅速滤掉一切与有用信息不相关或关系不大的内容。以免影响对主体内

容的把握；判断关联信息，是指记者在掌握有用信息基础上，判断那些是对社会公众或某一特

定群体利益影响最大、关联度最深的信息，然后进行集中关注；确认需求信息，是指记者在判

断出与主体受者具有关联性信息的基础上，要对其需求信息进行进一步的确认，因为，有些信

息虽然与主体受者是有关联的，但，却是不需要的，传播不需求的信息是不会引起人们关注

的，更谈不上效果可言。突显重要信息，是说记者要把那些影响最大、关联度最强、需求最迫

切的信息突显出来，做为该说的内容，不要被无用、无效的信息掩埋了。 

    现在，许多媒体记者在报道会议时，不知该说些什么。不知那些是该说的，那些是不该说

的，那些是该突显的，那些是该弱化的。因此，报出来的不是会议的程序，就是会议名称十讲

话提纲。基本是一些无用、无效信息。其原因就是不会发现、过滤、判断、确认、突显信

息。  

    另外，会议新闻传播的内容未必都是会议本身的信息。有些内容是会议之外的内容，尤其

是在阐释和解读会议的决议、决策和政策的新闻时，则需要跳出会议来审视这些会议议程的内

容。还需要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对相关内容进行解读。这些信息的发掘、补充更有利于受者

对会议所讨论问题的理解。这也是西方记者在说什么上最擅长的叙事方式。这样说的内容将更

全面、更深入、更有价值。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传播内容的选择也是记者对社会环境、社会舆论审视的结果，任

何传播内容一旦失去了对环境的呼应，那么，就不会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而任何会议，都是

有目的的，都是要解决问题的，因此，会议新闻对社会传播环境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和把握，从

而来确定“说什么”，才会更有针对性和更具传播效果。 

    当然，记者在“说什么”上，也会到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从主观上看，有记者对会议

讨论内容的理解程度、对主体受者需求是否把握、采访的深度和记者职业道德、职业理想等等

方面的影响。有的记者把目光仅仅盯在领导身上，只看领导讲了什么？其他信息一律不去观

照，与会议主导者保持着高度的契合，所传播的信息完全以讲话为选择标淮，而会议讨论了什

么、决定了什么、出台了什么、解决了什么问题等这些社会公众欲知、应知的信息却被过虑

掉。另一方面，受记者的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在选择说什么和叙事框架等方面必然受到影

响。西方记者在报道我国一些会议上所采取的立场与中国的记者就不会一样，因此，在选择说

什么、不说什么上也会不同。从客观上看，一方面，会议主导者将控制新闻发布的口径和相关

信息事实的提供，为记者全面了解和选择信息设置障碍；另一方面，也将受到政治集团和利益

集团的影响，控制对其不利信息，发布对利益集团有利的信息(如事故性的新闻发布)，从而影

响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 

  

     怎么说--会议新闻传播方式的设定 

    “怎么说”，是研究会议新闻传播形式的选择问题，选择什么样的传播形式，其传播效果

大不一样。从目前国内会议新闻传播形式看，多为程序式传播和模板式传播，而解读式传播、

现场式传播、故事式传播、关联式传播还比较少，有些类似的传播，因其对其传播内容选择处

理不当而失去价值。除了重要会议的予告式报道，其他会议的报道都应围绕会议所研究、讨

论、决议、决策的重要问题去选择报道形式和报道视角。 

 

    程序式的传播，是最无效和最无用的信息传播。这种形式的传播 除告诉社会公众开了什

么会、会议议程是什么、谁讲了话、什么人参加会议之外再无实质性信息的传播。模板式的传

播，因为其采用的是会议名称十讲话提纲式的模板结构，这种传播由于存在许多信息“空

洞”，对主体受者的信息需求缺乏契合，因而也不会被关注。 

    从传播规律和受众对信息的接触和理解规律看，解读式、现场式、故事式、关联式的传播

效果较好。 

    解读式传播是在“是什么”的基础上，着重回答的是“为什么”的信息，由于是记者对会

议决策和政策信息解码后的传播，因此，受者在信息接触和理解上更容易一些。在媒体上常看

到的数字解读  【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一个并不轻松的数字 】（ 新华网 2005-03-05 

17:36:37 )、立场解读 【胡锦涛重申：绝不允许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新华网北京１月１

日电) 、观点解读【赖斯：中国经济需结构性改革】(中央社华盛顿3月9日) 【 “好”在

“快”前凸显中国经济发展新理念 】 (新华网北京12月3日电)  、政策解读【布什呼吁在移

民问题上作出妥协】(美国《纽约时报》网站5月16日报道)等等。但，解读式传播也有等值、

增值和减值之分。等值解读是对复杂信息进行主题式的梳理，但，对信息并没有经过分析，只

给受者一个归纳式的信息受传提示。增值解读是对重点信息的释意和补充，使信息的指向更明

确、更清晰、更易理解。减值解读是对信息核心点把握不准，所进行的解码偏离信息的指向，

从而造成受者对信息的误解。 

    现场式传播是记者以现场目击者的视角，对会议中有传播价值的活动现场进行聚焦式的传

播，通过记者耳、目、鼻等器官把听到、看到甚至臭到的有新闻和传播价值的特定场景再现给

受者，让受者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种传播形式一般都会很容易引起受者的注意，所传播

的信息更有趣味。 

    故事式传播是把会议期间发生的有价值或有意义的事件，通讲故事的形式传播给受者。这

种讲述形式表面上看与会议本身无关，但，其故事的背后和深层含义却反映着会议所折射出来

的意蕴。 

    关联式传播是把会议所讨论的问题，出台的政策与特定的主体受者的生活、生存与发展的

利益影响构建起一种关联。“在所有新闻信息的处理过程中，从公共层面上所展开的人的利

益、关怀、和趣味是一个最恒常、最普遍的原则。公众一般对人比对事物更有兴趣。”⑤《传



播观念》陈卫东123页。 如：《经济参考报》在报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就推出了一组涉及人

民群众生产、生活相关联的会议新闻。【国家将用两年时间全面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

【今年全国农民有望减负220亿元】、【明年有望减轻住房税费负担】， 这种传播形式由于把

传播的内容选择，定位在特定受者关心、关注的利益问题上，因此，更契合受者的需求，传播

效果也更好。 

     

    当然，受者在接收信息时，是否接受、理解，接受理解到什么程度，也将受到受者个人因

素的影响。“ 受众的现实需要、利益观念更会直接影响解读的质量，‘讯息接受要受到许多

现实的不是虚幻的利益、兴趣和价值观、道德观等等的牵制’，‘它不单纯是个认识、识别讯

息的过程，还要受到接受者认知以外诸多因素的影响’”。⑥ 这些因素，将决定新闻信息的

传播效果。传者只有在了解了受者这些因素的前提下，采取适当的传播形式和传播内容，选择

适当的传播视角，才能收到理想的传播效果。 

 

引文注释： 

    ①曾庆香《新闻叙事学》7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1第1版 

    ②何 纯《新闻叙事学》21页，岳麓书社2006.6第1版 

    ③李希光《新闻学核心》154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10第1版 

   ④陈卫星《传播的观念》123页，人民出版社，2004.4第1版 

    ⑤陈卫星《传播的观念》123页，人民出版社，2004.4第1版123页 

    ⑥杨保军《新闻事实论》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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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曾在《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提出了著名

的5W传播模式。拉斯韦尔认为，一个传播过程包含五大要素：谁(Who)、说什么(Say What)、

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产生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

对应这五大传播要素，拉斯韦尔又提出了五种传播研究方法，即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

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借鉴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分析会议新闻传播行为，弄清楚会议新

闻谁在说、对谁说、说什么、怎么说等基本问题，以此，对会议新闻传播效果进行考量，对于

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会议新闻的传播规律，消除会议新闻传播中的信息断码、重码、乱码问题，

提高传播效果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谁在说--会议新闻传者角色的确认 

  

    谁是会议新闻的传者？这个问题，一般都被人们所忽视和误解。许多人都认为，会议新闻

的传者就是记者。也有学者认为会议新闻传者不是记者，“他们只不过是接受了其他传达者

(即新闻来源)传达的信息，并利用各种引语形式把其他传达者的话语转换成了自已的话语”

①。我认为，这两种认识都不够科学。说会议新闻的传者就是记者的人，排除了会议信息的直

接发布者，而将会议新闻的作者误解为传者。而否定记者作为传者角色的，也同样回避和排除

了记者就在会议现场对会议事实信息的发现和见证的事实。我认为，谁是传者，关键要看谁是

信源，谁是新闻事实的发现者、发布者。考察会议新闻的传播行为，我认为，会议新闻传者既

不是单元的记者，也不是单元的会议信息直接发布者。他应是多元的传者构成体，包括：会议

信息的发布者，相关背景信息的提供者，会议现场信息的观察者、记录者。会议信息发布者一

般指会议上的讲话者、报告者、发言者和会议新闻发言人。相关背景信息的提供者是会议之外

的涉及会议决议、决策、政策等形成的背景信息提供的有关组织和个人。会议现场信息的观察

 



者、记录者主要是指采访会议新闻的记者。有些事实信息是会议信息发布者所不易察觉、无法

传播的。比如会场内发生的静默的情态信息和会场情绪等等。 

    确认会议新闻的传者角色非常重要。这不仅涉及对会议新闻形态的认识和建构，也涉及到

传播信息的选择和效果考量。任何单一的传者确认，都将使会议新闻无法呈现良好的传播效

果。 

    完全以记者的主观见证来描述和构成会议新闻，会是什么样的形态，这是很难想象的，而

完全以会议信息直接发布者发布的信息，而无见证性信息和背景性信息的补充，会议新闻也将

影响人们对会议信息的理解。 当前，基本没有单纯以记者见证来描述和构成会议新闻的形

态，而单纯的以会议发布者的信息发布来构建新闻的则几乎成了普遍的叙事模式。 

    一篇好的传播效果的会议新闻，应是多元传者信息的相互补充和记者解读的结果。单一会

议信息传者信息的发布不会有好的效果。 

  

     我们来比较两篇会议新闻：  

   

    【胡锦涛APEC峰会演讲 建议从四方面努力造福亚太】  

 

  中新社河内十一月十八日电(记者 于晶波)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今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APEC)第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演讲。为谋求和谐共赢，造福亚太人民，他建议从四

个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维护和平稳定。 ……略 

  第二，促进共同发展。 ……略 

  第三，实现合作共赢。……略   

  第四，奉行开放包容。 ……略 

    这则消息是以单元的会议信息发布者的信息建构新闻的，没有背景信息和记者的信息解

读，记者只是被动地接收信息、转述信息。除了告诉人们胡锦涛讲了四点主张单一信息外，为

什么要提出这些主张？与会人员有什么反响？会场内的气氛等等相关信息都没有交待。  

   我们再看一则会议新闻：   

  【“我们不能闭门开会”：沙尘暴牵动总理心】 

 

  

  “同志们，我们不能闭门开会。会场外，北京正出现严重的降尘天气。北京扬尘天气已经持

续10多天了，这虽然有气候的因素，但也反映出环境问题的严重性。” (这是会议信息发布者

的话语) 

  17日，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在漫天的浮尘中召开。开幕式上，从黄色沙尘中走来的国务院总

理温家宝的开场白振聋发聩。会场内肃静无声，代表们神色凝重。 

  (记者为传者的观察、记录、传播) 

     从前一天晚上，我国北方地区出现自2003年以来最大范围的强浮尘天气，(这一背景信息

是记者通过气象部门或媒体了解到的，也就是说这一信息是由上述发布者发布的。)北京市未

能幸免。此时此刻，北京成为土黄色的城市，空气中充斥着细细的沙尘，地面、房屋、汽车，

甚至是每一片树叶都被黄色浮尘厚厚地覆盖。(记者的见证和发布，此信息记者是发布者)  

    “沙尘暴连续发生，对我们是一个警示。我们在这里开会，感到肩上的压力。”温家宝语

重心长地说：“十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大多超额完成，但环境保护的指标没有

完成，主要是两个指标：一个是二氧化硫排放量，一个是化学需氧量。2005年全国二氧化硫排

放量比2000年增加了27%，化学需氧量仅减少了2%，均未完成削减10%的控制目标。  

    温家宝提醒代表们：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已经集

中出现。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给人民生活和健康带来严重威胁，必

须引起我们高度警醒。  

(以上各段都是会议信息发布者的发布) 

    温总理的讲话既不讳言沙尘暴问题的复杂和艰难，又显示出迎难而上、加大治理的勇

气。 (记者的解读和发布) 



   参加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的代表们为温总理的忧患与勇气所感动。 

   (情态信息的见证)  

   “温总理日理万机，却心系沙尘暴治理问题，更坚定了我们进一步做好环保工作的信心和

决心。”刚刚上任的山西省环保局长刘向东，第一次来北京开环保大会就碰到了沙尘暴天气，

漫天的风沙让他更感到了责任重大。他说，“沙尘暴再次给我们敲响警钟。作为首都的西北门

户，我们一定要共同努力，早日把沙尘暴挡在北京城外。” (会议信息发布者信息的发布) 

    总理的真诚换来代表们的掌声。(记者的见证，其实其情态信息的发布者仍然是“代表

们”)来自内蒙古的代表李万忠特地把总理讲话稿中“全面小康的经济目标，经过努力完全可

以达到，而要达到小康社会对环境的要求难度很大”这句话用红色铅笔勾了出来。他说：“总

理的讲话发人深省，令人反思，告诫我们：必须把保护环境这件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

抓紧做好。” 

   除了温家宝、刘向东、李万忠等作为会议信息发布者的信息传播外，还有记者的见证性信

息发布 

   (会议信息的发布者) 

    这是一篇多元传者建构的会议新闻，会议信息发布者与会场见证者和相关背景信息提供者

的信息传播交相辉映，相互补充，使本篇新闻主题鲜明、内容充实，富有特色。   

     这篇消息，除了温家宝、刘向东、李万忠等作为会议信息发布者的信息传播外，还有记

者的见证性信息发布。如： 

    “从前一天晚上，我国北方地区出现自2003年以来最大范围的强浮尘天气，”  

    这是背景信息其发布者，应是气象部门或媒体，如果没有这一背景性信息就会使温总理在

导语中的话 “沙尘暴连续发生，对我们是一个警示。我们在这里开会，感到肩上的压力。”

没有了依据。 

   “北京市未能幸免。此时此刻，北京成为土黄色的城市，空气中充斥着细细的沙尘，地

面、房屋、汽车，甚至是每一片树叶都被黄色浮尘厚厚地覆盖。” 

    此为记者作为传者的信息发布，此时的传者和作者是复合在一起的。  

   “17日，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在漫天的浮尘中召开。开幕式上，从黄色沙尘中走来的国务

院总理温家宝的开场白振聋发聩。会场内肃静无声，代表们神色凝重。” 

    “总理的真诚换来代表们的掌声”。 

    “参加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的代表们为温总理的忧患与勇气所感动。” 

    以上既有记者的在场见证性信息发布，如“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在漫天的浮尘中召

开。”、“会场内肃静无声”。也有“肃静无声、”“神色凝重”、“掌声”等情态性信息。

当然，这情态信息的发布是由“代表们”发出的。 

   “参加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的代表们为温总理的忧患与勇气所感动。” 

   “温总理的讲话既不讳言沙尘暴问题的复杂和艰难，又显示出迎难而上、加大治理的勇

气。 

    以上是记者的解读性的信息和发布。 

   “从前一天晚上，我国北方地区出现自2003年以来最大范围的强浮尘天气，”这一背景信

息是记者通过气象部门或媒体了解到的，也就是说这一信息是由上述发布者发布的。 

    会议召开的背景，会议讨论的问题，做出的决议，与会者的反响与共呜等等信息完整，主

题鲜明而突出。情、景、理交融，使社会公众和与会者看到了环境保护的紧迫现实。看出了多

元传者的信息发布的传播的效果。 

 

    西方记者在处理会议信息时，常常采用多元传者的信息发布，这种发布的信息完整、准

确，更注重传播效果的考量。 

    记者是否作为会议新闻传者角色确认，有主动介入与被动接收之分。主动介入，是指记者

置于会议活动现场，作为会议新闻传者角色，对相关信息进行收集和发布，此时，记者与会议

信息发布者、相关背景信息提供者共同构成会议新闻的传者角色。这种介入是作为会议新闻的

传者积极作为。而被动接收，则完全把自已置于记录者角色对会议新闻信息的转述。 

    记者作为传者并不是不要新闻的客观性。而是记者在客观观察基础上对新闻事实的客观真

实的反映。记者作为传者最忌讳的是记者的非理性和歪曲的新闻事实的发布。 



    无论谁做为会议新闻传者在说，都是记者有目的的信息和话语选择。这是一种附合新闻传

播规律的识码、解码、编码、传码的过程。 

    传者和信息选择关系到会议新闻传播的效果。“在新闻叙事中，叙事人的身份、视角、聚

焦、功能等并由此合成的‘声音’，表现出的是叙事的立场、观念与态度。叙事人的真实身

份，他眼里的世界的真实性，直接关乎新闻的准确、客观与公正，关乎新闻传媒的公信力和影

响力，关乎新闻的生命和新闻事业的生命”②。因此， 在传者和信息的选择上，应遵循显著

性、权威性、准确性、有效性、真实性的原则。显著性，是指会议信息发布者层次越高、位置

越显要，其发布的信息越被关注；权威性，是指越是置于政策、决策、决议的核心圈或对政

策、决策、决议越有影响的信息发布者越权威；准确性，是指对会议信息发布者和相关背景信

息发布者的信息和话语应做准确的引用和转述，不得曲解和误解；有效性，选择传者和信息应

考虑受者关注点、社会现实环境、社会舆论热点，越接近和触及以上这些问题的传者和信息越

有效。真实性，主要是要求记者在作为传者角色时，对所观察和记录的信息要真实，并且发布

真实性的事实信息。 

   

    对谁说--会议新闻传播受者的定位 

  

    对谁说，是对主体受者的选择，同时，也是从受者需求来选择传播内容、叙事枢架、话语

构成的问题。只有将传播内容与目标受者需求相契合，才能达到传播的目的,不然，就会出现

风马牛不相及的传播尴尬。长期以来，在我国的一些媒体上，会议新闻传播主体受者定位不清

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传播实践证明：对谁说，不对谁说，应对谁说，不应对谁说搞不清，

就不会有好的传播效果。 

    对谁说的确定涉及到会议新闻内容和传播话语、新闻框架的选择。由于会议新闻传播主体

受者确定模糊，受众目标不清，因此，一些媒体会议新闻的叙事框架大都是会议名称十会议程

序十领导讲话提纲,似乎会议新闻是写给会议信息发布者或参与者的，生怕缺了这些内容会让

会议信息发布者和会议参与者提出质疑。而会议决议、决策了什么？通过了什么？解决了什么

问题？对哪些人将产生影响等等这些对会议新闻主体目标受者有用的信息似乎可有可无。这

样，一方面作为与会者会议传播的信息通过媒体再传播，对其来讲是无效信息，而对主体目标

受者而言，又是无用信息。除了让社会公众知道开了什么会议、谁讲了话以外，再无可知、有

用的信息。  

    从会议信息的传播形式看主要有四种：会场传播、会场与媒体的同步传播、媒体传播、人

际传播。会场传播的主体受者是与会者，而会场和媒体传播的主体受者则是与会者和社会公

众；媒体传播的主体受者是社会公众，而人际传播的主体受者则是传者所面对的人。每一种传

播形式和传播渠道所传播的内容和形式是不同的。会场传播的是会议信息发布者的完整信息,

受者对信息接收也是全息性的，也就是说是完整接收的。有时，还是传受互动的。会场和媒体

的同步传播则是采用直播(广播、电视、网络)的形式，对会议进行的议程和内容的全程传播，

与会者受者对信息的接收是全息性的。但社会公众受者可能是全息的，也可能是非全息的。也

就是说，虽然，传者信息发布和传播渠道是开放的，全息的，但，对社会公众受者而言，并不

一定会全息接收。媒体传播则应是传媒对具有新闻传播价值和社会知悉价值的会议活动和信息

的选择性发布，受者既有传者指向的目标受者主体，也有边缘受者群体。目标受者将对会议新

闻信息中利益关联度高的信息产生影响和行动。人际传播则是对上述传播内容进行解码和编

码，选择具有对其所传播信息的认同和影响群体的选择性传播。 

    会议信息传播基本是由核心圈向外围圈的放射性传播。但，信息传播却是由全息向选息的

传播。即：会场(全息传播)→会场与媒体同步传播(全息传播)→媒体传播(选息传播)→人际传

播(选息传播)。受者则是由选择性受者(与会者是选择性的)→大众受者(媒体参与的传播是面

向社会公众的)→选择性受者(选择性地传播和影响其周围的人群)。通过分析我们了解到会议

信息内容传播是由内向外，信息状态由全息向选息的。每一级传播的内容和受者是不同的，因

此，会议新闻传播的主体受者，不应是会议的信息发布者和会议场域里的受传者和参与者。而

应是会议所讨论问题的直接和间接关联者，即主体目标受者。会议信息的发布者和参与者只对

会议新闻信息的传播起到印证、评价、控制作用。    

    任何新闻的传播因其内容选择不同，因此，也会有核心受者、外围受者、边缘受者之分。



核心受者是指那些最容易受到新闻信息影响的群体，对内核性信息 ，具有关联性反映。外围

受者是指那些圈围在核心受者的群体，这些群体对新闻信息可能产生反映，也可能不反映，还

可能受核心受者的影响，对信息产生关注和反响，他们是新闻信息的潜在核心受者。边缘受者

是指那些与新闻信息毫无关联的受者，虽然，他们也能够接收到信息，但，因与其需求没有关

联，因此，对传媒传播的信息不会给予关注。会议新闻的受者也不例外，因此，要提高会议新

闻传播的有效性，必须研究和把握谁是会议新闻的核心受者、外围受者、边缘受者 。 如，农

村工作会议的核心受者是农民，而做为外围受者的那些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部门、企业、个人也

会予以关注，因农村工作会议出台的政策、透露的市场信息也将对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

影响。明确了目标主体受者，就会选择好主体受者所需求的信息内容和叙事框架传播新闻信

息。 

    当然，也不否认，在特殊情况下，记者在内容和受者选择上，会受到来自会议信息发布

者、利益集团、社会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干扰，同时，也有记者的世界观和认知能力等主观因素

的影响，这些因素都将影响记者信息内容的选择，从而使传播的信息偏离主体受者需求， 但

多数情况下，是由于记者对主体受者识别不准造成的无效传播， 

    确认主体受者，一方面，需要记者从会议讨论的核心问题中去弄清谁是这些问题的直接关

联者，谁将关注这些问题、谁将受到波及性影响？弄清了这些问题，那么，就会确认谁是主体

受者，也便知道该向这些人说些什么内容了。另一方面，记者应带着问题，特别是社会公众所

反映和关心的问题参加会议，这样，通过对主体受者需求问题的把握，就会有目的的采访会

议，选择好报道内容。会议新闻报道应是主体受者感兴趣、关注、关心，对其产生影响或引起

反映的内容，而不是会议。因为，“会议只是一个新闻的挂钩和由头，是新闻发布的时间要

素，而不是新闻本身。”③这些内容应是会议决议了什么？会议出台了什么政策？政府为什么

要采取这样的措施？这些决议、政策、措施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影响谁？而不应是程序性的

东西。 

    

    说什么--会议新闻传播内容的选择 

    “一个新闻事件是否具有足够的新闻价值，总是与这个事件对人的心里感知和社会意识冲

击程度相关。”④《传播的观念》陈卫星123页。会议新闻的选择也是这样，总是要选择有新

闻和社会知悉价值的内容进行传播。因为，会议信息是丰富的，在一条消息里边不可能把所有

息项都囊括进来，因此，说什么，不说什么，必须进行精心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内容的选

择，其实就是传者对主体受者及其需求契合点的选择。在这一过程中，传者都要经过发现、过

滤、判断、确认、突显的信息处理过程。 

    任何会议都是政治集团和利益集团统一思想、协调社会关系、处理问题、形成决议和决策

的有目的的活动。也就是说会议所研究的问题、所形成的决议都是为了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处

理各种矛盾、动员各方面力量的，会议的目的和所关注的是协调和影响社会公众或某一特定群

体的利益。因此，记者在处理会议信息中，必须在发现有用信息、滤掉无用信息、判断关联信

息、确认需求信息、突显重要信息上有所作为。 

    发现有用信息，是指记者要特别关注会议研究了什么？形成了什么决议？出台了什么政

策？为什么要出台这些政策，政策将影响那些群体？谁说了新的话、重要的话、有影响力的

话，为什么要讲这些话，指向在哪里？在决议、决策或出台政策过程中谁发表了具有影响性和

代表性的意见？这些信息是有用的，也是需要向社会发布的。滤掉无用信息，是指记者在发现

有用信息的基础上，要迅速滤掉一切与有用信息不相关或关系不大的内容。以免影响对主体内

容的把握；判断关联信息，是指记者在掌握有用信息基础上，判断那些是对社会公众或某一特

定群体利益影响最大、关联度最深的信息，然后进行集中关注；确认需求信息，是指记者在判

断出与主体受者具有关联性信息的基础上，要对其需求信息进行进一步的确认，因为，有些信

息虽然与主体受者是有关联的，但，却是不需要的，传播不需求的信息是不会引起人们关注

的，更谈不上效果可言。突显重要信息，是说记者要把那些影响最大、关联度最强、需求最迫

切的信息突显出来，做为该说的内容，不要被无用、无效的信息掩埋了。 

    现在，许多媒体记者在报道会议时，不知该说些什么。不知那些是该说的，那些是不该说

的，那些是该突显的，那些是该弱化的。因此，报出来的不是会议的程序，就是会议名称十讲



话提纲。基本是一些无用、无效信息。其原因就是不会发现、过滤、判断、确认、突显信

息。  

    另外，会议新闻传播的内容未必都是会议本身的信息。有些内容是会议之外的内容，尤其

是在阐释和解读会议的决议、决策和政策的新闻时，则需要跳出会议来审视这些会议议程的内

容。还需要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对相关内容进行解读。这些信息的发掘、补充更有利于受者

对会议所讨论问题的理解。这也是西方记者在说什么上最擅长的叙事方式。这样说的内容将更

全面、更深入、更有价值。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传播内容的选择也是记者对社会环境、社会舆论审视的结果，任

何传播内容一旦失去了对环境的呼应，那么，就不会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而任何会议，都是

有目的的，都是要解决问题的，因此，会议新闻对社会传播环境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和把握，从

而来确定“说什么”，才会更有针对性和更具传播效果。 

    当然，记者在“说什么”上，也会到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从主观上看，有记者对会议

讨论内容的理解程度、对主体受者需求是否把握、采访的深度和记者职业道德、职业理想等等

方面的影响。有的记者把目光仅仅盯在领导身上，只看领导讲了什么？其他信息一律不去观

照，与会议主导者保持着高度的契合，所传播的信息完全以讲话为选择标淮，而会议讨论了什

么、决定了什么、出台了什么、解决了什么问题等这些社会公众欲知、应知的信息却被过虑

掉。另一方面，受记者的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在选择说什么和叙事框架等方面必然受到影

响。西方记者在报道我国一些会议上所采取的立场与中国的记者就不会一样，因此，在选择说

什么、不说什么上也会不同。从客观上看，一方面，会议主导者将控制新闻发布的口径和相关

信息事实的提供，为记者全面了解和选择信息设置障碍；另一方面，也将受到政治集团和利益

集团的影响，控制对其不利信息，发布对利益集团有利的信息(如事故性的新闻发布)，从而影

响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 

  

     怎么说--会议新闻传播方式的设定 

    “怎么说”，是研究会议新闻传播形式的选择问题，选择什么样的传播形式，其传播效果

大不一样。从目前国内会议新闻传播形式看，多为程序式传播和模板式传播，而解读式传播、

现场式传播、故事式传播、关联式传播还比较少，有些类似的传播，因其对其传播内容选择处

理不当而失去价值。除了重要会议的予告式报道，其他会议的报道都应围绕会议所研究、讨

论、决议、决策的重要问题去选择报道形式和报道视角。 

 

    程序式的传播，是最无效和最无用的信息传播。这种形式的传播 除告诉社会公众开了什

么会、会议议程是什么、谁讲了话、什么人参加会议之外再无实质性信息的传播。模板式的传

播，因为其采用的是会议名称十讲话提纲式的模板结构，这种传播由于存在许多信息“空

洞”，对主体受者的信息需求缺乏契合，因而也不会被关注。 

    从传播规律和受众对信息的接触和理解规律看，解读式、现场式、故事式、关联式的传播

效果较好。 

    解读式传播是在“是什么”的基础上，着重回答的是“为什么”的信息，由于是记者对会

议决策和政策信息解码后的传播，因此，受者在信息接触和理解上更容易一些。在媒体上常看

到的数字解读  【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一个并不轻松的数字 】（ 新华网 2005-03-05 

17:36:37 )、立场解读 【胡锦涛重申：绝不允许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新华网北京１月１

日电) 、观点解读【赖斯：中国经济需结构性改革】(中央社华盛顿3月9日) 【 “好”在

“快”前凸显中国经济发展新理念 】 (新华网北京12月3日电)  、政策解读【布什呼吁在移

民问题上作出妥协】(美国《纽约时报》网站5月16日报道)等等。但，解读式传播也有等值、

增值和减值之分。等值解读是对复杂信息进行主题式的梳理，但，对信息并没有经过分析，只

给受者一个归纳式的信息受传提示。增值解读是对重点信息的释意和补充，使信息的指向更明

确、更清晰、更易理解。减值解读是对信息核心点把握不准，所进行的解码偏离信息的指向，

从而造成受者对信息的误解。 

    现场式传播是记者以现场目击者的视角，对会议中有传播价值的活动现场进行聚焦式的传

播，通过记者耳、目、鼻等器官把听到、看到甚至臭到的有新闻和传播价值的特定场景再现给

受者，让受者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种传播形式一般都会很容易引起受者的注意，所传播



的信息更有趣味。 

    故事式传播是把会议期间发生的有价值或有意义的事件，通讲故事的形式传播给受者。这

种讲述形式表面上看与会议本身无关，但，其故事的背后和深层含义却反映着会议所折射出来

的意蕴。 

    关联式传播是把会议所讨论的问题，出台的政策与特定的主体受者的生活、生存与发展的

利益影响构建起一种关联。“在所有新闻信息的处理过程中，从公共层面上所展开的人的利

益、关怀、和趣味是一个最恒常、最普遍的原则。公众一般对人比对事物更有兴趣。”⑤《传

播观念》陈卫东123页。 如：《经济参考报》在报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就推出了一组涉及人

民群众生产、生活相关联的会议新闻。【国家将用两年时间全面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

【今年全国农民有望减负220亿元】、【明年有望减轻住房税费负担】， 这种传播形式由于把

传播的内容选择，定位在特定受者关心、关注的利益问题上，因此，更契合受者的需求，传播

效果也更好。 

     

    当然，受者在接收信息时，是否接受、理解，接受理解到什么程度，也将受到受者个人因

素的影响。“ 受众的现实需要、利益观念更会直接影响解读的质量，‘讯息接受要受到许多

现实的不是虚幻的利益、兴趣和价值观、道德观等等的牵制’，‘它不单纯是个认识、识别讯

息的过程，还要受到接受者认知以外诸多因素的影响’”。⑥ 这些因素，将决定新闻信息的

传播效果。传者只有在了解了受者这些因素的前提下，采取适当的传播形式和传播内容，选择

适当的传播视角，才能收到理想的传播效果。 

 

引文注释： 

    ①曾庆香《新闻叙事学》7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1第1版 

    ②何 纯《新闻叙事学》21页，岳麓书社2006.6第1版 

    ③李希光《新闻学核心》154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10第1版 

   ④陈卫星《传播的观念》123页，人民出版社，2004.4第1版 

    ⑤陈卫星《传播的观念》123页，人民出版社，2004.4第1版123页 

    ⑥杨保军《新闻事实论》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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