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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还是“炒作”：关于报道策划的本质思考 

作者： 蔡雯  

关键词： 报道策划 炒作┊阅读：686次┊ 

    “策划”还是“炒作”：关于报道策划的本质思考

    －－报道策划研究之一 

    新闻报道策划，比之新闻单元（指报纸的新闻版、广播电视的新闻栏目）策划，在报社、电台、电视台及网络媒介

中运作得更加频繁。如果说，新闻单元策划，是对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媒介产品某一部分的结构、内容与外在形态的总体

规划和设计，那么，新闻报道策划则是在媒介产品投入生产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延续而持续进行的一种策划。新闻报

道策划不仅包括对报道选题的决策、对报道方案的设计，还包括在报道实施过程中，不断接受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反馈，

并据此调整原来的方案，进行新的规划和设计。报道策划是一个先于报道运作，又与报道共同运行的持续的过程。 

    新闻报道策划运行图 

    前期策划阶段后期策划、控制阶段 

    无差异 

    确定选题收集、处设计报道实施方案实施情况与 

    设定目标理信息方案接受反馈目标相比较 

    有差异 

    调整原方案找出问题 

    

    新闻编辑对于报道的策划、组织和控制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由来已久。而在市场经济新时期，媒介竞争的压力促使这

种行为更为普遍、更加频繁，以至因不当的使用“策划”手段，引发一些问题，激起社会各方面的批评。有人提出，

“新闻炒作”是“新闻策划的异化”，认为“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新闻理论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新闻策划’的大讨

论。经过几个回合的论战，专家、学者见仁见智，基本上肯定了‘新闻报道活动是或以策划的’这一论点。然而，随着

报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一些报纸置新闻规律于不顾，盲目追求‘卖点’，匆忙推出种种所谓的新闻‘策划’，结果导

致新闻炒作之风愈来愈炽。播下龙种，却收获跳蚤，实践似乎和理论开了个大玩笑。”这里谈及的“新闻策划”实际指

的就是报道策划，因为作者将“炒作”与“策划”两相比较时说，“新闻策划与新闻炒作有一定的联系。它们系出同

源，都是传播者在新闻传播流程中，充分发挥主动性，对新闻报道活动的一种谋划和设计活动……都是传播者的主动意

识适应现代传播环境的一种表现。”（注1）对新闻报道活动的谋划和设计有可能会“异化”为新闻炒作，这的确是不容

否认的事实，由此，我们不能不反省，新闻报道策划的本质意义究竟何在？ 

    新闻报道，是报道者主体对报道客体即客观存在的认识与反映，是一种能动性的活动。报道者对于客观存在的事实

的认识、选择、评价，以及进行报道时所选取的角度、手法等都无可避免的带有报道者的主观色彩。因此，有关新闻本

体的探索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有新闻理论研究者提出，“新闻价值就其性质而言是反映主客体关系的相对性概念，

并非单纯为事实所固有的属性。”认为新闻价值实际上包含着两个组成部分：一是新闻信息对社会可能产生的实际影

响，二是人们对这种实际影响的认识，这种认识因人而异。由此，“把新闻信息理解为由两部分内容组成，一是对客观

事实的观念性陈述，二是对所含新闻价值的理念性判断，两者不可或缺。”（注2）一位从事新闻广播工作的电台台长对

此还有更通俗的表述：“再‘客观’的新闻都不能完全等同于它所反映的客观事物：首先是存在形态不同。比如，无论

是新闻报道，或是新闻节目都只是经作者处理的语言文字的组合物，而不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另外在内容方面，它带有

作者根据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对客观事物本质、特点、趋向等因素所作的选择和提炼。因此，承认新闻事实和客观真实

性原则是重要的，因为没有客观真实就不成其为‘新闻’；承认新闻广播是建立在客观事物基础上的加工和创作也是重

要的，因为没有这种劳动，也就没有新闻和新闻节目这些产品。”（注3）新闻报道是人的一种含有目的性的理性行为，

人们在传播新闻时，必然对该新闻事实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报道者只有在确认了它具有社会意义，并且符合媒介

的报道宗旨时，才会加以传播。这样做，并不否定新闻的真实性，因为观念性的陈述也是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依据的，

只有对这一事实的评价才反映了报道者的价值观。既然报道者要以自己的价值观去分析判断客观存在的事实，再据此决

定传播什么和如何传播，策划和组织报道的本质意义也就由此明了。可以说，新闻编辑对新闻报道活动的策划和组织，

本质上是根据媒介的新闻传播宗旨与原则，对报道的内容和形式加以选择，并通过对新闻报道资源的最佳配置和对新闻

报道过程的组织控制，使新闻传播获得报道者所期望的效果。 

2005-11-28

上一篇 PREVIOUS 

下一篇 NEXT 

动态 NEWS 

 

文章 动态   

请输入您要搜索的关键词

nmlkji nmlkj

·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媒介管理之可持续发展战略观 

作者：罗晓娜┊ 2006-05-29 

  一、 媒介与管理  媒介管理，顾

名思义即是指存在于媒介领域内的管理

问题。媒介是一种复杂的实体，其性

质、类型及功能的定位都是随着不同的

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与之对应

的一切管理与营运也是应势而动。……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报道学 2009-10-30

·赵月枝教授获批长江学者讲座教 2009-10-18

·国际青年影像季2009-2010 2009-10-18

·2009互动电视（中国）峰会通告 2009-10-18

·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 2009-10-13



    值得注意的，新闻报道策划对报道客体的选择和评价，是以客观存在为依据的。首先，报道选题来自于对客观存在

的事实的认识，只有当那些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客观存在的现象、变动、问题等为报道者所发现和认识，报道选题才得

以确定。其次，报道策划中有关报道内容的选择和重点的确定，必须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对象，也就是说，报道内容是

客观存在的，而非报道者编造出来的。第三，报道策划中对报道方法、表现形式的选择和设计，要以真实、全面、公正

地表现客观事实为准则，这也是新闻传播的规律使然。换句话说，报道策划对形式范畴的把握是受到新闻传播必须客

观、真实、及时、公正这些基本准则制约的，形式对内容的扭曲绝对应该禁止。 

    新闻报道策划“异化”为一种“炒作”，实际上就是对形式范畴的把握脱离了报道客体的制约，以与报道内容不相

称的形式夸大事物的某些细节，比如报道策划中所选择的报道角度、报道规模、报道结构、报道手法等与报道客体本身

所具有的新闻价值属性不相称，夸大事实的某些因素，掩盖事实的另一些因素，企图获得轰动的社会效果，这就成了

“小题大作”、哗众取宠的“新闻炒作”。1998年底，科利华软件集团策划推销一千万册《学习的革命》一书，就曾以

巨额的广告投入为诱饵，令一些媒介卷入了一场新闻炒作之中。许多报台不加思考地报道和吹捧科利华集团的宏伟计

划：投资1亿元和上海三联书店合作出版《学习的革命》，在12月12日起的100天内，实现1000万册的销量。科利华集团

为推销这本书如何投放广告，如何制作巨大的图书模型，如何开通网上站点，以及每天的售书数量等等，都成为一些媒

介争相追逐的报道热点，巨幅的照片、巨大的标题、显赫的版位、连续的追踪……科利华和《学习的革命》一时间家喻

户晓，成了企业与媒介联手制造的一个出版神话。也有在炒作中保持冷静的传媒，羊城晚报曾发表文章《花一亿元为一

本书吆喝》，对科利华此举提出质疑。中国青年报、文汇报也发表文章对此事当中的疑点进行了剖析。事后，有业内人

士撰文反思这场闹剧，认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商业炒作势在难免，但是传媒不能轻而易举地为商家迷惑，而应有

自己独立的判断和审慎的对策，决不可人云亦云，到头来反为商业炒作推波助澜。”（注4）分析这个案例，我们不难看

出新闻炒作和报道策划的差异。报道策划强调依据客观存在的事实选择与其相称的报道手法和形式，就这一事件来说，

即使科利华集团投入1亿元推销1000万册书确有其事，但这件事的意义并非如一些媒介报道所言是推动教育革命的壮举。

只要从经济学的角度稍加分析便知，科利华投入的这1亿元广告费和营销费是要计入商品成本的，倘若真的投入1亿元，

发行量达到1000万册，那么每本书就要摊到10元。按出版常规，一本书多次印刷或再版，价格应比一版便宜，印数越多

越便宜，而《学习的革命》却是再版比初版贵，印数越多越贵，说明科利华实际是掏消费者的腰包宣传自己，媒介给予

其过多的褒奖，岂不是误导消费者？而且，《学习的革命》问世已有5年，在世界上被译成11种语言，一共才卖出几百万

册，科利华却宣称要在中国卖1000万册，这种豪言壮语能够轻信吗？许多新闻媒介没有对这些问题冷静思考，对这一事

件的本质不加分析，就大规模地展开报道，并且一片溢美之词，有意无意地掩盖其中的疑点，违背了新闻报道要讲求客

观公正的原则，如果说这样的报道有“策划”的成份在内，也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报道策划，而是策划的异化。无怪

乎有人说，“在另一种意义上，《学习的革命》的确是新闻界一本极好的教科书，它促使我们在尘埃落定之后，反省自

己的得失，以使我们在越演越烈的商业炒作和日趋激烈的新闻竞争中，不致于迷失方向。”（注5） 

    新闻报道策划异化为新闻炒作，在市场经济新时期是一个亟待重视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媒介

竞争的内在压力加大，为了追求市场份额，有意制造新闻的轰动效应；另一方面是由于外部力量对媒介加以经济诱惑或

施予政治压力，使其不顾新闻传播规律，以迎合其需要。上面所谈的关于《学习的革命》一书的夸大报道，就是来自企

业的经济诱惑所至，科利华集团在这项炒作的前期就投入了1500万的广告费，引起众多传媒都想分一杯羹，有些媒介还

为其开辟了专版进行宣传，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持客观公正的报道是相当困难的。媒介因为业内竞争的压力，盲目追求

新闻轰动效应，在中外传播界更有比比皆是的例证。1997年台湾女影星白冰冰的独生女白晓燕遭到绑匪绑架，所索赎金

高达500万美金，创下台湾治安史上的纪录。一时间，台湾各大媒介闻风而动，为了竞争“独家报道”，不择手段地进行

策划和活动，有些媒介派人守在白冰冰家门口，干扰警方的秘密侦破活动。为了躲避警方的驱赶，有些记者扮成槟榔小

弟、货车司机，用长焦距摄影器材拍摄白宅内的景象。记者们甚至采用最新电子设备监听警方通讯，驾车或租用直升飞

机跟踪警方行动。当得知绑匪能知白冰冰交款和碰面时，竟有10多辆新闻媒介派出的汽车紧随其后，还有媒介甚至在绑

匪约她碰面的地点安排了电视转播车。媒介的介入，使绑匪在多次催要赎金落空后，疯狂撕票。白冰冰悲愤地指责说，

不知这些记者是在救我女儿，还是在逼绑匪对我女儿下毒手。事后，一些媒介还不顾受害者家属的反对，公开刊登白晓

燕双手反绑、全身赤裸、面目全非的照片，有的报纸用5个整版来渲染此案。还有电视台对通辑犯作“英雄式”的采访报

道，让其一面之词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公众面前。结果，台湾新闻局不断接到民众表示抗议的电话，由于抗议太强烈，新

闻局只好向打来电话者公开了各主要电视频道新闻部的电话，请民众直接向电视台表达意见。（注6）这场案件报道的闹

剧，充分暴露出在新闻竞争的压力下，媒介从业者的职业道德自律会放松，为了争取报道的轰动效应，有些人会不惜损

害公众利益，滥用媒介权力。这样的报道同样是被扭曲了、变异了的“策划”产物。 

    对新闻报道策划的正确操作，是依据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且恪守新闻媒介的社会责任，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对如何

展开报道活动进行富有创意的设计。任何放弃社会责任、违背传播规律的所谓“策划”只会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这也

就背离了报道策划的宗旨。因为报道策划的最终目标是更加全面深刻地揭示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不是歪曲或者改变事实

本身。上个世纪末，美国一些报纸曾以新闻报道煽动美西战争，至今被作为“策划”的反面典型受到批评。1898年2月15

日一艘美国战舰缅因号在哈瓦那被炸沉，纽约时报不管法院的调查有无结果，就作出通栏标题：“炸毁缅因号是一个敌



人所为”，断言是西班牙人制造了这起事件，并且悬赏5万元征求查明罪犯的证据。其他一些报纸也利用这一事件，制造

战争气氛。而在此之前，赫斯特就派遣一位速写画家芮明顿到哈瓦那作战争速写，据说芮明顿到哈瓦那后致电赫斯特：

“这里很平静，不会有战争，想回去。芮明顿”。赫斯特复电：“请留下，你供给速写图画，我将供给战争。赫斯

特”。（注7）美国学者埃德温·埃默里认为，“虽然至今不知是否确有其事，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形势。在

所有美国报纸中，赫斯特的《新闻报》在煽动战争方面是最卖动力的。”（注8）19世纪末叶，美国报业走向垄断时期所

出现的黄色新闻泛滥以及媒介间的恶性竞争，是值得引为前车之鉴的。在今天我国媒介全面走向市场的新的历史条件

下，我们要防止有些新闻媒介为自身的利益和短期效益，将报道策划异化为不尊重客观事实的新闻炒作，损害国家和人

民的利益，损害长远利益。对策划与炒作之间的差异进行严格的区分是非常必要的。至此，我们可以对报道策划与报道

炒作进行如下鉴别： 

    报道策划与新闻炒作的鉴别 

    新闻报道策划 

    新闻炒作 

    

    报道客体 

    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报道内容，新闻反映事实的本质和全貌。 

    有时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报道依据，但新闻不反映事实的本质和全貌，只反映其局部和某些细节。有时甚至以主观

伪造的“事实”为依据。 

    

    报道主旨 

    以真实全面地反映客观事实达到传播者所预期的传播效果。 

    以夸大或掩盖客观事实的某些因素，取得轰动效应。 

    报道原则 

    遵循新闻传播规律，讲求新闻的真实性、准确性、公正性，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自觉维护公众利益。 

    不以新闻传播规律所要求的新闻必须真实、准确、公正为准则，不以新闻职业道德自律，为媒介之私利不惜损害公

众利益。 

    报道形式选择 

    选择能够全面、深刻、公正地揭示客观事实的报道角度、手法和表现形式，形式的运用与内容的报道价值相统一。 

    选择能够夸大、渲染事实中某些因素的报道角度、手法和表现形式，形式的运用与内容的报道价值不相统一。报道

效果 

    受众能够正确认识新闻事实的本质和全貌，能够在媒介提供的事实的基础上独立思考和判断。 

    受众为某些局部内容所吸引，无法把握事物的全貌和本质，被媒介所误导。 注释： 

    1、潘志勇、沈爱国：《新闻炒作－－新闻策划的异化》，刊于《新闻实践》1999年第8期。 

    2、姚福申：《关于新闻本体的探索》，刊于《新闻大学》1998年夏季号，第8页。 

    3、李东：《广播节目策划论》，第107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4、5、贾亦凡：《一亿元造就一个出版神话？》，刊于《新闻记者》1999年第2期。 

    6、羊城晚报1997年11月22日：《热线电话访悍匪争作恶魔传声筒台媒体遭各界猛烈批评》。 

    7、张隆栋、傅显明：《外国新闻事业史》，第22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8、（美）埃德温·埃默里、迈克尔·埃默里：《美国新闻史》，第336页，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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