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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媒体竞争，人们想到更多的是报纸之间的竞争、电视节目之间的竞争，其实三大不同性质

的媒体（报纸、广播、电视）自其诞生之日起，对市场的争夺战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过去的

一段时间里，电视凭借其声画合一的传播特性和先进的技术手段，曾经一度成为受众的宠儿。

但是最近的两三年来，因为“厚报”的诞生，媒体之间的竞争格局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厚报”及其对电视新闻的冲击 

  “厚报”，就是变厚了的报纸。在二十世纪６０年代，一种深刻的背景促成了西方“厚报

时代”的到来——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ｕｓｅｐａｐｅｒ（新闻纸即有用纸）的口号被

提出，同那些铺天盖地的庸俗小报竞争得焦头烂额的严肃大报也开始重视过去被排斥的实用性

信息。这些实用信息使《纽约日报》之类的报纸由过去的１０—２０版扩张至１００—１２０

个版，最高纪录曾达１５７２版。 

  像中国的许多行业同国际迅速接轨一样，中国报业也只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就从市场竞争

初期跑马占地的“多报时代”，向竞争成熟规模化经营的“厚报时代”顺利过渡：四川出现了

１００个版面的市场型报纸，北京的《北京晚报》每日５６版，广州的《南方都市报》每日８

０版，浙江的《杭州日报》（含下午版）每天对开３２版，《钱江晚报》四开３２版，从今年

５月份开始，各报又纷纷推出“世界杯”特刊，版面又多了近三分之一。 

  报纸变厚，尽管很大程度上是广告数量的增多，但不可否认，报纸的有效版面也是增加

了，这就意味着信息量的增多。翻开厚厚的一叠报纸，先不用看具体的稿件内容，单是看每一

版的名称，就可以看出，厚报是靠新闻、实用信息“撑”起来：要闻、本地新闻、中国新闻、

国际新闻、体育新闻、财经新闻，报纸成了名符其实的“新闻纸”。 

  厚报时代，报纸一改过去那种死气沉沉、一马平川的脸孔，而是向电视的表现手法学习，

“师其强技”。上海《申江服务导报》在创刊时就提出了“办一张电视时代的报纸”的口号，

就是试图通过版面强化、加大视觉冲击力来对撼以画面取胜的电视新闻。从某种意义上说，现

在的厚报是“画报”，照片、图片、图表的大量、大幅采用（有的报纸甚至开辟了专门的“视

觉新闻版”），形成视觉强势，激发读者的阅读欲。世界杯期间，《青年时报》、《今日早

报》的特刊都采用精彩的大幅照片作封面，粗黑字体作标题，这种适应时代潮流、顺应读者视

觉感受的版式设计，既突出了报纸的新闻卖点，又吸引读者手不释卷，再三品味欣赏；与之相

比，电视画面虽生动逼真，却是稍纵即逝，是否显得美中不足呢？ 

  在厚报时代，报纸改变过去以版为单位的格局，取而代之以版组为单位。现在的《北京晚

报》、《羊城晚报》均设有Ａ、Ｂ等版组，每一版组又有不同的侧重点：Ａ版组是本地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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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Ｂ版组是国际、体育新闻，Ｃ版组是文化娱乐新闻。如果你急切地想了解最新一场球赛的

结果，拿到报纸后只需将Ｂ版组从中抽出来就行，满满几版的赛事信息，挑选起来就象探囊取

物一样容易。而电视新闻由于其特有的线性传播模式，受众的可选择性远远不如报纸。 

  美国报业协会最新的调查显示，目前美国早报的总日发行量已达５６００万份，比１９５

０年增加３００万份，平均有５８．６％的成年人每天阅读日报，同时另一项与电视观众的比

较调查表明，在黄金时间收看电视节目的时间达到半小时的成年人为４０．８％，与前两年相

比已大为减少。 

  上面举的数字是美国的情况，在中国内地，“厚报时代”还刚刚开始，电视事业如日中

天，广大受众的注意力仍被五光十色的电视荧屏所吸引。但安于现状往往是溃败的前兆。美国

是厚报发展最为成熟的国家，他们的情况是否可以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呢？我们应该居安思

危，未雨绸缪，研究厚报对电视造成了哪些冲击，并据此提出电视新闻的应对之道。 

  电视新闻的应对之道 

  （一）深化“新闻立台”观念，加大新闻节目投入，创办“新闻频道”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关注的不仅仅是身边的人和事，人们需要寻求对周围世界的了

解和剖析，从而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生存、发展的需要。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之大是前所未

有的，而新闻节目作为提供信息的主渠道，任何电视台都应将之作为全台的工作中心和重点。

电视宣传要突出、强化新闻节目，各级电视台应把最好的设备、最强的力量放在新闻节目上，

努力加大信息量，提高时效性，努力办好新闻节目和新闻评论性节目，以此带动专题节目、文

艺节目等各类节目质量的全面提高。电视新闻也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极大重视，江泽民总书

记、李鹏委员长曾多次询问中央电视台新闻采访部的记者：你们的设备是不是全台最好的？在

得到满意回答后，领导同志强调，新闻要用最好的设备，要创造一切条件，满足新闻节目，这

是党和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社会和大众的需求决定的。一句话，新闻是党和政府的喉舌。 

  加大新闻节目的投入，其极致就是创办专门的“新闻频道”。这也是电视由“广播”走向

“窄播”的必然方向。在全国广电行业探索电视频道化、专业化之路的今天，中央电视台和一

直引领行业改革风气之先的浙江广电集团，都率先将属下第一套节目改版、定位于“新闻综合

频道”，以新闻传播为中心，调整节目结构，朝着要成为国内外（省内外）要闻总汇和舆论中

心的目标前进。我们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象ＣＮＮ、凤凰卫视资讯台这样２４小时不间

断播出新闻节目的频道也将在内地应运而生。新闻事件随时直播，跨地域的新闻报道第一时间

播发，从表面上看，是电视荧屏日益精彩丰富，而更深刻的意义，是培养了观众崭新的收视习

惯，锁住频道，从而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优化电视新闻的栏目设置 

  纵观目前内地电视台的新闻栏目，在设置上大多模仿中央台的格局。以晚间新闻栏目为

例，各台均以一档类似于《新闻联播》的本省（市）新闻打头阵（以消息为主，俗称“六点半

新闻”），再创办一档新闻杂志性栏目（以深度报道为主，其地位、性质类似于《焦点访

谈》），实力雄厚的还有逢整点推出的“整点新闻”。乍一看，似乎新闻节目的时间很多，门

类很全。但仔细一研究，当中的水分不少。 

  本省（市）新闻（如《浙江卫视新闻》）是一档涵盖各行各业消息的综合性新闻，几乎包

括了当天本地区发生的所有重大新闻事件，因此常常会出现与新闻杂志栏目的选题“撞车”的

情况，尽管一个是报道事件，一个是交待背景、深入阐析，两者不可互相代替，但至少浪费了

观众一部分宝贵的时间。至于整点新闻，其设置的原本目的是充分发挥电视新闻滚动播出的优

势，但由于技术、人力上的限制，再加上值得追踪报道的事件不是很多，因此，现在的整点新

闻往往是精缩了的“六点半新闻”，无论观众是八点还是九点打开电视机，看到的都是这么几



条新闻。整点新闻的“滚而不动”，自然给观众造成了厌烦的情绪，对宝贵的节目资源也是一

种浪费。 

  针对这种现状，我们提倡电视新闻的栏目设置应向“厚报”学习，好以“版组”的概念来

安排各个时间档的新闻栏目。“六点半新闻”就好比报纸的要闻版，大标题、小文章，消息唱

主角，简短报道本地重大新闻，对于将在新闻杂志栏目中重点推出的内容，则在“六点半新

闻”中作简单的一句话介绍，就象报纸要闻版上的导读。各整点档的新闻，则改变那种“麻雀

虽小，五脏俱全”的模式，转向按新闻的不同题材分门别类，如设置“财经新闻”、“体育新

闻”、“娱乐新闻”，不同的整点，推出不同的新闻小栏目，重大突发事件则在其中予以插

播。这样一来，观众要选择自己喜爱的电视新闻，只需在相应的整点打开电视机，就象读报纸

只需将自己喜欢的版组抽出来一样，再也不用在电视机前苦苦地守候了。中央电视台一套晚间

十点的《世界报道》、《体育新闻》，浙江卫视晚间六点档的《财经报道》、《今日证券》，

都在这个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每一档节目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由于新闻之间是集纳式的综

合编排，题材同类，内容相关，对于关注这一方面新闻的观众来说，看起来的确过瘾至极。 

  （三）大力挖掘电视特性，以先进技术实现“现代传播理念” 

  即使是“厚报”时代，报纸可以增设版面，连篇累牍地刊登醒目的大照片，给人以直观的

形象感，但它不可能将事件发生当时的现场声真实地再现；即使文字记者妙笔生花，新闻当事

人的语言、神情跃然纸上，新闻现场的环境、声响描写面面俱到、栩栩如生，但诉诸于文字、

见诸于报端，感觉就象从南国空运来的玫瑰花，虽然新鲜，却没有初采摘之时的娇艳欲滴，而

电视新闻则是把观众引到鲜花枝前，不仅看到了水灵灵的花骨朵儿，还能闻到芬芳浓郁的花

香，这要归功于电视声画合一的传播特性，更是电视高新技术利用的结果。 

  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浙江卫视一直占据全国新闻节目创优的制高点，很大程度上，是

充分发挥了“天上一颗星，地上一张网”的技术优势。１９９９年度荣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节目编排类）的《阳光直播室》，就是在一档常态性的新闻栏目中，五家省、市电视台的新

闻主持人跨地域双向交流，共同主持节目，并实时播出，让观众走进丽水、温州、宁波、绍

兴，感受全省人民欢度国庆的喜庆气氛。这种全新的新闻播报和编排形态，让人耳目一新，在

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业内人士认为：利用光缆、微波连网，实现异地多点新闻直播，

这在国内尚属首次。三年前，《阳光直播室》的光缆连线直播还仅限于重大节日、重大新闻事

件的报道；而现在，浙江卫视新闻中心的主创人员已经将之视为一种日常的节目形态，几乎每

个月都要搞几次，直播点也从演播室直接设到新闻事件现场、从主持人转到新闻人物自身。这

样的传播理念和技术手段，国内其他的省级台还鲜有做到，平面媒体更是难望其项背。 

  其实，从２０００年的台风杰拉华、钱江潮直播，２００１年的广州九运会双视窗直播，

一直到今年全国“两会”报道的虚拟演播室，浙江卫视的每次大型报道战役，从表面上看，是

技术手段的日新月异，而背后的实质，则是全体采编人员在积极实践和体现着“现代传播理

念”——满足观众第一时间了解事物、认识事物、获取信息的需要。而这，恰恰是再厚的报纸

都难以抗衡的。 

  本文所阐述的，是电视面对“厚报”竞争应采取的对策，但电视的危机，仅仅来自于报纸

吗？在新兴媒体的挑战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咄咄逼人的网络，还有许许多多现在还不能预

见的对手。不思改革进取，依然原地打转，将严重制约电视的发展，更不利于同其他媒体的竞

争。站在２１世纪的门槛上，面对下一个千年，电视，理当居安思危。 

（作者单位：浙江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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