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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媒体在重大事件报道上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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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新闻事件一般是一些国内、国际间的社会关注程度极高的热点、重点、难点问题，能够吸

引比一般新闻事件多得多的受众。受众有强烈兴趣了解重大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最新进展、

影响、意义以及相关新闻人物和背景知识等等。这种需求和一般性新闻不同：一般新闻受众多

为被动地从各个媒体中获知，表现为对“推”出的新闻的被动接受，表现为“要我知道”，而

且受众进一步关注事件的心理需求不强烈；而重大新闻发生后，广大受众往往会主动地去接近

媒体，去获取更多的相关信息，表现为“我要知道”，此时，受众主观上就产生了“拉”信息

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说，网络媒体的“拉”模式同受众的“拉”需求倾向是最为相得益彰。 

从“9·11”事件到“伊拉克战争”，从“非典”到“神舟五号”飞船发射，网络媒体在国内

外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方面大显身手。近几年的新闻实践说明：同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在

报道重大新闻事件时显得较报道其他类型的新闻更具竞争力。这是因为同传统媒体相比，网络

媒体在重大新闻报道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在网络“拉”的传播模式下，进行重大新

闻事件的报道能够更好地发挥网络媒体的“信息量大、多媒体化、即时更新快、互动好”的特

长，网络的“拉”模式很好地契合网络媒体的特点，真正做到扬长避短地同传统媒体竞争。本

文就网络媒体在特有的“拉”的传播模式下，所具有的同传统媒体的比较优势作一浅析。 

1．信息承载量的比较优势：信息海量带来丰富的内容 

传统媒介中，报纸的版面是有限的，一定的版面所能容纳的字数和图片量是固定的，信息承载

量有限。广播电视采用线性传播模式，固定的时间内，只能播出固定量的新闻信息。尽管传统

媒体也会就重大新闻事件做专题，集中报道，但是由于先天的局限，信息容量仍然有限，但所

“推”出去的信息相对受众的需求量来说仍然是有限的。 

“神舟”五号发射期间，新华网访问量比平时增长了5．5倍，新浪网一天访问量超过1亿人

次；搜狐网的“神五”专题是日常专题点击率的20多倍。这种短时间内信息需求量激增而造成

的信息供需的“非均衡状态”，是信息承载量有限的传统媒体所无法解决的。媒体要充分地满

足受众的这么大量“拉”的需求，均衡在重大新闻方面的“供需矛盾”，就必须要有一定的信

息存储量。 

而海量信息存储能力正是网络的优势。网络是个信息无底洞，它没有版面和时段限制，有巨大

的储存和再现功能，而且网络通过超链接的使用，使得它能很方便快捷地汇总信息，整合信

息，既能横向地集纳最广泛的多元信息源，又能纵向保存历史新闻信息。因此重大事件发生

后，网络能够迅速地容纳足够地信息量，来满足重大事件发生后激增的受众信息需求量。重大

新闻事件发生后受众往往会主动地接近网络媒体，去“拉”信息，很多受众看了报纸、电视，

但仍感到意犹未尽，还会接着从网络进一步获取信息。网络信息容量大是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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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的原因。 

2．媒介形式的比较优势：选择的多元化和选择的自由性 

传统媒体采用一种或几种媒介传播形式：报纸通过纸质媒介利用文字和图片传递新闻，广播以

声音发送信息，电视借助画面播放节目。网络新闻媒体则兼容文字、图表、图片、声音、动

画、多种传播手段保存信息、表现信息、发送信息，实现了“数据、文本、声音、及各种图像

在单一、数字化环境中的一体化”，具有传播方式多媒体的特点。这使受众从网络上“拉”信

息时在媒介形式上也有了更多的选择，而不至于像在传统媒体上那样，在报纸上只能看到文

字、图片，在广播上只能听到声音，电视上不宜看深度报道。 

重大新闻事件不但信息量大，而且信息内涵丰富，客观上要求人们用多种传播表现形式来反

映，才能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对于媒体而言，制造多种媒介表现形式的信息内容无疑会使自

己在媒介竞争中争得上风。信息的多媒体化正是网络媒体的一大优势。在“神五”报道中，各

大网站不但提供大量的文字信息，配发了大量的图片，而且制作了精彩的视频，音频报道，使

得受众在媒介表现形式上也有了多样化的选择。 

网络媒体的多媒体优势不仅表现在网络媒介为受众提供了媒介形式多元化的选择，还表现在这

是一种可以由用户控制媒体表现形式的传播方式：允许信息以不同的媒介表现形式（文字、声

音、图片、图像等等）在网上自由流通，为受众在形式上的多样化需求提供了“随意选择”的

可能，赋予用户选择任意媒介表现形式的个性化信息的权力。在一台信息终端上，网络受众可

以方便快捷地完成对不同媒介表现形式的自由切换，甚至同时从几种媒介形式上获知信息。受

众能够用最少的时间，最自由的形式获得对某一信息的最具“人情味”的报道。这一点，正是

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所缺乏的。 

当然，由于客观条件的影响，现在网络媒体上大多数信息仍然是以文字载体为主，但我们相信

随之宽带技术的运用，网络媒体必将提供更多的声、画形式的信息，使得网络媒体在媒介形式

上的比较优势更加突出。 

3．时效性的比较优势：从“传者本位”到“受众本位” 

传统媒体采用的是“推”的模式，因此，受众在接受信息时存在一个时机的问题：被动的受众

必须要和“推”的传播方同步才能使得时效性落到实处。可实际情况往往是，当广播、电视正

在播放新闻时，受众却可能不在接受现场，而当受众打开电视广播时，而受众最想要接受的那

个信息却有可能已经播放，这种过耳不留、转瞬即逝的缺陷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广播电视

的时效性打了折扣，当然，传统媒体可以及时地预告节目时间，这样节目和受众就有同步的可

能，但是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受众不可能总是守着电视和广播，受众的主体性地位也没有得

到尊重。 

由于“拉”模式的客观存在，网络媒体的时效观念应该是建立在“受众本位”的理念基础之

上，网络媒体的时效性特点在于它最大程度地消除了时间的间隔，使得报道呈连续、不间断、

甚至是同重大新闻事件“同步”更新的状态。网络媒体时效性的比较优势在于它能对重大新闻

事件的播报不断更新，提供连续的报道，这样才有可能使随时上网的受众接收到“当下”最新

的进展信息，而且网络媒体具有可贮存信息的能力，受众即使错过最新信息的接收，也可以对

过往的新闻进行查阅，实现了接受信息的同步和异步的统一，提高了受众接收信息的效率。 

网络媒体除了不断更新，满足“拉”模式下的时效需求外，还整合了手机短信这一新型的信息

发布渠道，采用“推”的方式，第一时间内把信息推送给受众，新浪网站曾在第一时间向20多

万短信新闻用户实时发布了飞船发射的头条新闻短信，为受众进一步登陆网站“拉”更多的信

息“打先锋”，实际上这使得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在时效竞争中更具优势。 

 



4．交互性的比较优势：既是“反馈”的渠道，又是“评说”的平台 

严格来说，网络受众从网络媒体开始“拉”信息到接受信息的时间段内，实际上也包含了网络

媒介向受众“推”信息的过程，如开篇所述，“拉”包括了“反推”这种形式。从“拉”到

“推”再到“反推”，构成了一个小的循环，网络媒介的交互功能也正是建立在这种循环的基

础之上的。“拉”模式包含了“推”的动作，而传统媒体的“推”模式却很难引进“拉”的动

作，这正是网络在互动性上的比较优势。 

一般性新闻事件，受众仅仅满足于了解，并不会对此作多少反馈，例如对市井趣味之类的社会

新闻，受众往往表现为一笑了之，知道即可。媒体“推”的目的已达到，但受众“拉”的愿望

却没有激发，自然不存在着交互。而重大新闻事件发生后，受众不光有“获知”的愿望，而且

往往会有一种“评说”的诉求。在网络媒体没有出现之前，每当重大事件被报道以后，人们会

通过信函、电话等方式对传统媒体进行反馈，发表自己的意见看法。但传统媒体基本实行单向

“推”模式来传播信息，其交互形式只具有简单的“传———受”意见反馈，在交互功能上存

在着先天不足，其后果是受众反馈渠道的信息流量同媒介“推”的信息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在时间上看，这种“传———受”反馈也是滞后于该新闻事件发展的。 

网络媒体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现状。交互性强是网络传播最鲜明的特点之一。由于“拉”模式和

互动性特点的存在，在双向道的信息高速公路上，网络受众很方便地参与同网络媒体的互动，

满足了受众“我要评论”的心理“诉求”。大量的对重大新闻事件的“跟贴”就是网络受众这

种“诉求”的具体反映。千龙网总裁周科进认为，目前网络新闻的跟帖已经成了报道的一个组

成部分，“跟贴”甚至比新闻本身的分量还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受众的参与改变了

网络新闻报道的形态。 

网络媒体的出现不但使得受众有了对新闻事件进行即时反馈给传者的渠道，同时也拥有了一个

对新闻事件进行“评论”的平台。由于互动性和“拉”模式，网络传播的信息传输方式呈现

“双向互动交流方式”，不但有受众和传者的纵向互动，还有受众和受众之间的横向意见互

动，特别是后者，网络为受众提供了一个自由交换意见的平台，把原本仅限于人际传播的交流

放到一个更为宽阔的媒介平台上进行，让每个受众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重大新闻事件因为其

具有的丰富的内涵，使得人们对它进行不同的解读，因此围绕着同一新闻事件，受众的评论看

法也会有所不同。通过对重大新闻事件的讨论、交流，甚至是争锋，受众的意见能快速地整合

成社会舆论，在某些时候甚至能够影响到该新闻事件的进程。因此，网络实际上是为受众提供

了一个就重大新闻事件进行公开讨论的“公共领域”，此时的网络受众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受众了，其主体性得到极大的尊重并发挥一定的作用，这是传统媒体所不能企及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重大新闻报道能体现网络媒体比较优势，应该成为网络媒体的着重探索

并优先发展的报道种类。在媒体竞争的时代里，任何媒体要取得媒介市场中的一席之地，就必

须确立自己的“拿手项目”，例如，纸质媒体注重深度报道，电视媒体注重直播等画面优先的

节目。网络媒体要发展，要成为主流媒体，也应该找到最适合自己报道模式和报道体裁。探讨

网络媒体在重大新闻报道方面的比较优势的意义，就在于探讨网络媒体今后报道形态的变化及

走向。现在互联网的发展就像过去电视一样，适合它的许多独特的形式还没有出来，这需要一

个过程，有赖于网络新闻工作者在实践中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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