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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中的启示——从航天人与航天精神看新闻媒体的不足 

 
2007年11月7日，嫦娥一号卫星进入绕月工作轨道，中国正式迈入“月球俱乐部”。中国航天，由此站到了一

个新的起点。新闻界与航天界，表面看来似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但对照航天人与航天精神，正视媒体的不

足，可以从中获取诸多有益启示。 
  
  

战略眼光·创新精神 

 

中国航天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靠的是明确的战略定位和不竭的创新精神。相比之下，中国媒体缺乏搏击国

际舆论市场的战略抱负和赢得国际受众的核心竞争力，无疑是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这必须有放眼世界的战略眼光，为此进行持久艰苦努力的准备。与搏击国际舆论市场、取得国际影响力艰难

的过程、遥远的目标相比，着眼国内传媒市场，无疑要容易和现实得多。对于大多不直接担负外宣任务的地区性

媒体来说，这种做法似乎也无可厚非。但是，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这种安守国内市场的做法，不但永远闯

不进国际舆论市场，最终甚至有可能影响乃至部分丢失国内市场。 
何况，我们的媒体还肩负着沉甸甸的国家责任。如果能在国际舆论中有足够的影响力，形形色色的“中国威

胁论”至少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抑制。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新华社就提出建设“世界性通讯社”的构想。经过20多年的发展，新华社已初步建成世

界性通讯社，在国际舆论竞争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主动权，每天24小时不间断用不同语言、不同形式为包括微软

这样的大公司和众多西方主流媒体在内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万多家用户提供新闻信息服务。近年来，中央电

视台的四套、九套等频道也在海外落地中取得初步成效。 
回想当初，中国航天人在一缺人才、二缺技术、三缺物资的条件下开创中国航天事业，长征系列火箭在最初

打入国际市场时，同样面对着质疑、歧视的眼光和格外挑剔的客户。但，中国火箭最终还是以一流的发射成功

率、低廉的价格、优质的服务赢得了国际市场，同时也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与长征火箭打入国际市场获取利润相比，国家也需要媒体有所作为，在国际上有效传播中国的声音，以营造

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舆论环境。问题是，中国媒体如何走向世界？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作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之一，中国政治、经济方面的风吹草动举世关注。不管是外国政府、企业，还是

个人，他们需要中国的产品，需要关注中国的市场，就一刻也离不开来自中国的新闻信息。 
这种基于自身利益情况下的关注，使得海外受众至少能在某种程度上抛开意识形态方面的成见，看待来自中

国的信息，而这正是崛起中的中国给中国媒体走向世界创造的最好的契机。党的十七大，有来自55个国家和地区

310家媒体的1135名境外记者参加了报道。正如俄罗斯《独立报》所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把十七大变成了具

有国际意义的事件。”在举世关注中国一举一动的今天，做好中国新闻对外报道，无疑是中国媒体打入国际舆论

市场的最佳选择。 
正如中国火箭通过优质服务赢得国际市场的过程一样，中国媒体走向世界，恐怕也同样无法“强势”进入，

而要从“服务”二字着手。 
服务即引导，服务即控制，这也正是新华社开发“新华08”金融服务终端系统的战略出发点。在越来越多的

国家把信息安全列为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重要内容的今天，信息资讯业已成为国与国间激烈竞争的重要战场。

“新华08”之所以被称为“新华社又一座无形的新闻大厦”，蕴含的绝不仅是其中的经济收益那么简单。 
自主创新，是中国航天精神的内核。在精确的战略定位和以服务换影响的策略之外，中国新闻人还应该像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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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一样，靠永不停止的进取精神，创新传播思路、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以强化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否则就容

易受制于人。 
这次党的十七大，新华社针对国内外关注的话题，用一系列深度报道，在国内外媒体竞争中取得了压倒性优

势。同样，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之所以成为国际关注的名牌栏目，一方面是由于对中国新闻的深度挖掘，

从而在内容上形成优势；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不断创新的展示方式契合国际受众的接受习惯。它们传播的无疑都是

国家的主流理念，但这并没有影响它们获得国际舆论的认同。在这背后，体现的是媒体的核心竞争力。 
  
  

科学意识·平和心态 

 

中国航天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世界领先的成功率，靠的是“严”字当头的求实较真以及成不骄、败不

馁的平和心态。中国新闻界要在世界范围内赢得认同和信任，同样离不开科学意识和平和心态。 
“归零”，中国航天人创造的名词。在航天工程的管理规定中，这个可以简单解释为“从头开始查找故障原

因”的词语被进一步细化为５个步骤：定位准确、机理清楚、问题复现、措施有效、举一反三。它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中国航天人严谨求实的作风。 
把梦想变为现实，从来都要靠科学求实的工作态度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中国航天人的“归零”意识，无

疑应该全面引入到饱受假新闻和各种差错之苦的中国新闻界。 
中国新闻媒体尚未获得西方世界的广泛认同，除了西方受众缺乏对中国的公正看法外，某些媒体和媒体人职

业道德的失落和浮躁的作风，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前一段时间被国内外炒得沸沸扬扬的“纸馅包子”事件，集中暴露了某些媒体人的职业道德沦丧和一些媒体

发稿程序中的诸多漏洞。造假者的行径固然令人发指，但假如我们的每个选题和编辑关口都能像航天人那样“锱

铢必较”，“纸馅包子”新闻还能够轻易出笼乃至广为传播吗？ 
在绕月探测工程报道中，某媒体对中国的嫦娥一号与日本的“辉夜姬”绕月卫星进行了“对比”，得出的结

论是，中国的“嫦娥一号”更先进，其论据是—“辉夜姬”在距离月球100公里的轨道上工作，而嫦娥一号在距离

月球200公里的轨道上工作。一位航天专家哑然失笑：“离月球距离远，恰恰说明我们在这方面跟日本比还有差

距！”像这样的“笑话”，在不少媒体的绕月报道中屡见不鲜。还有的媒体将嫦娥一号卫星的飞行轨道示意图，

不是多画了一圈，就是少画了一圈…… 
虽然这些都是“对内报道”，但在互联互通的时代，这种“笑话”将会不可避免地传到海外。国外的受众或

者新闻界同行看了，会作何感想？ 
这种一味地放大中国航天“优势”，不惜违反科学事实的现象，体现的不仅是新闻界缺乏科学意识，在它背

后还有一种不正常的心态作祟。这种心态只能导致两种结果，要么过度自卑，要么盲目自大。 
与媒体这种倾向相比，被媒体追捧的航天人显然冷静平和得多。同样，在嫦娥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之后，月球

应用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告诉记者：“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埋头追赶，而不是庆祝胜利。”以报道事实为己任的新

闻界，最需要客观准确，最需要平和心态。但遗憾的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却不得不向中国航天人学习。 
  
  

开放胸襟·人文情怀 

 

中国航天事业之所以能够一再让世界惊叹并激发起全民族的自豪感，靠的是开放的胸襟和以人为本的人文情

怀。在开放中整合资源，在合作中实现“共赢”，把以人为本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中国新闻提高国际竞争力

的内在要求。 
绕月探测工程总指挥栾恩杰说，不仅国内有成百上千个单位的上万名科技人员参加了绕月探测工程，我国还

与国外开展了广泛的国际合作，包括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合作开展有效载荷的研制和测试、共享探测数据等。只

有具备了开放的胸襟，才有实现合作和“共赢”的可能。科学家们深知，面对浩瀚的太空，人类只有通力合作，

才可能在宇宙中开创新的事业。 
在全球化加速发展，信息的即时、多渠道传播使得任何保护性措施都不攻自破的今天，中国的媒体和媒体

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开阔的胸襟，来面对激烈的竞争，通过理顺内外关系、整合内部的资源，提高核



心竞争力。就在“神六”发射现场，人们居然发现，来自同一家媒体的“两路人马”，不仅没有实现资源共享，

反而在相互封锁—这并非偶发现象，在许多地方，同城媒体相互诋毁、恶性竞争，甚至闹上法庭的现象屡见不

鲜。 
合作走向双赢，恶性竞争却多半会互损。实现媒体内部和媒体间的协作，不仅需要有开阔的胸襟，还需要有

技术的支撑和机制的保障。 
竞争从来只是手段，而发展才是目的。不仅中国新闻界内部应该多一些合作，甚至应该加大国际间的

协作，以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在全球新闻事业发展的进程中，开创中国新闻事业的新高度。 
航天是高科技的集成，但航天人无疑是最富有梦想的群体。他们用外行看上去枯燥的数字，冷冰冰的计算，

推动着人类梦想的实现。即便是科学家，在开展绕月探测工程研究时，心中充盈的也不只是科学的严谨。“这颗

卫星最初叫‘探月一号’，后来改为‘嫦娥一号’这个诗意的名字。” 
表面看来，人文情怀似乎与新闻报道相隔较远。记者只要客观地报道事实而已，并不需要在其中加注什么人

文思想。然而，人文思维骨子里是与一个媒体的形象气质紧密相连的。新闻事实是不变的，但若以人文意识来关

注，就会取得全社会关注这样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洪战辉的报道之所以能唤起人们发自心底的认同和赞美，首先

在于新闻工作者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人性美、亲情美的认同和关注。对人的关怀，是超越国界的。人文，是一

条跨越国界和意识形态的桥梁。彰显人文情怀，体现“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新闻产生世界

性影响的一条重要途径。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提高“文化软实力”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要形成强大的“软实力”，关键是使我们

的价值理念获得普遍认同。而这种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媒体在这种理念下的传播能力。（作者单

位：新华社解放军分社） 
 
 
 
(纸媒文本见《中国记者》200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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