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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报道中的报网互动 

 

今年5-6月，世界杯足球赛将在日本和韩国举行，此次中国队有幸参与其中，国人愈加关注，新闻界自然也要

努力为体育迷提供内容丰富的“足球大餐”，于是争夺去日韩采访的记者证便成为各家媒体眼下的要务之一，很

早就传来消息，分给中国的采访名额只有100余个，远不能满足众多新闻单位的迫切要求。如何保证国内受众能尽

快得到富有冲击力的信息？在现场采访名额僧多粥少在情况下，新闻单位之间免不了要全面开展媒体互动。  
媒体互动并非新鲜事，多年来我国报纸曾组织过一些松散型的“共同体”，彼此间交流稿件、信息共享，其

中以晚报体育新闻协作网络最为典型，持续时间长，效果也较明显。当前形势下，跨媒体的报纸、电视、网络临

时或长期联合，携手举办体育活动，如1999年底《华西都市报》体育部、成都有线电视体育频道等单位联合组织

“攀登成都第一峰”活动，报纸和电视从活动开始便联手报道，互相推进；12月24日冲顶当天，成都有线电视体

育频道和蓉城一家网站同时进行了直播，其中电视直播机位架设在海拔4700多米的高山上，创造了四川电视直播

史上的一项新纪录。最富有戏剧性的是，当时一名冲顶队员在陡坡处发生滑坠，坠下近200米，许久才被队友发

现，一时伤势不明，众多观众和网民揪心不已，无形中又为报纸的报道留下了悬念；次日报纸便在显著位置刊登

了《雪山大营救》、《最牵挂你的人是我》等报道，证实伤者并无生命危险，随后几天又连续报道了登山探险队

平安后撤并顺利归来的消息，与电视、网络报道紧密配合，实现了新闻的最大限度增值。  
从上面的例子看出，报纸与电视的互动往往在组织活动等特定情况下进行，而对于大型体育活动或赛会的报

道，二者形式差异较大，很难展开紧密合作；而报纸与网络却存在着不同媒体间最多的共同点，“最古老的传

媒”与“最年轻的传媒” 互动在理论上、在实践中都是可行的。  
 

 

一、 报网互动的理论基础 
 

根据业界人士的分析，网络媒体主要特点包括：时效性强、多媒体、交互性、容量大、覆盖面广、可检索、

可保存等，其优势在于集多特性于一身，其集合优势所显示出的威力远远超出这些特性的简单相加；从另一种角

度讲，也可以说网络媒体的优势在于前三类媒体特征不同程度的综合。时间上可即时、随时播报，可长期使用，

一经上网可随时查阅；空间上，容量无限大，覆盖全球，使全球性信息海洋真正成为现实；媒体与受众的关系

上，一改此前媒体受众的被动地位，第一次实现了相互间的平等。这些恰好是报纸、广播、电视三类媒体目前所

不能及的。（1）  
网络媒体参与体育报道优势显而易见：对于大型体育赛事的报道来说，受众既要求在第一时间获悉比赛动

态，又渴望迅速了解比赛方方面面的信息，因此就需要在媒体上"狂轰乱炸"，以报道的、高速度、高频率和高强

度取胜，追求速度、广度与深度的结合。传统媒体在这些方面均有一定缺陷：报纸版面有限，且无法作出同步报

道；电视则播出时间有限，更难于对各层次信息展开深入报道。网络却不然，它同时兼有报纸和电视媒体的优

点，既能发挥文字之抽象特长，又具备电视图像、声音之生动形象，而且容量极大，几乎人们能想到的内容，都

可以不受限制地放到网上。正因为这样，网络媒体加入体育报道后呈现“加速度增长”，它报道奥运会形成影响

力始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短短4年间便对电视媒体构成了严重威胁，以至于悉尼奥运会时国际奥委会迫于电

视赞助者的利益严格限制网络对此届奥运会的视频直播。  
一般人都认为，网络媒体对报纸的影响最大，其实不然，报纸的易读性和便携性均优于网络，报纸具有特殊

的版面语言，它表现为“形式一览性”，其信息以平面呈现，多条新闻同时面对读者，让读者对新闻的重要与否

迅速作出判断，引导他们进行有效阅读。这在当年表现为报纸对电视的优势，如今再度成为它应对网络的“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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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领”。此外，报纸内容的准确性高于网络，目前国内商业性网站绝大部分信息靠“二传”，对新闻报道缺乏严

格的编辑和审核，与报纸的层层严格把关不可同日而语。  
早在电视逐渐风靡世界时，美国的一本新闻学专著中就指出：“有人耽心电视把难以计数的时间用于报道体

育新闻，从而夺走报纸体育版的读者，事实证明这种恐惧是没有根据的。如果说电视有何作用的话，那就是它刺

激读者更多地阅读体育新闻。”（2）如今，又有专家预言，日趋发达的网络媒体终将取代传统的印刷媒体。然

而，世界报纸协会去年5月4日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所谓“没落”媒体的报纸发行量稳步上升，对读者的吸

引力越来越高。这项报告特别指出，报纸发行量与因特网普及伴生的现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我国2000

年因特网用户约为2250万人，而1998至1999年报纸的发行量增加了12.7％，日均报纸发行量突破5000万份。（3）

这就明确无误地表明，报纸与网络共存共荣是不争的现实。  
更重要的是，网络媒体目前还未没有形成独立的群体，媒体网站几乎清一色依托传统媒体，没有自己的记者

力量，没有独立的、彻底的完全按照网络特点的管理队伍，它尚不具备取代传统媒体的实力，而应该发挥优势，

与其它媒体竞争。在体育报道中，报纸完全可以依靠网络的时效性、版面无限性等优点对抗电视，削弱电视直播

的威力，就如世界报纸协会理事长蒂莫西·鲍尔丁去年在香港举行的协会年会上发言时所说:“（协会年度）报告

明确无误地证明，所有报纸的读者群都因为报纸在网上出版电子版而迅猛增加。”（4）  
 

 

 

二、报网互动的成功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闵大洪认为，独家报道、原创内容是传统新闻媒体的优势，毫无

疑问也应是网络媒体的优势。人民日报社何加正也认为，网络媒体尤其要重视原创，更多的精力要放在原创上，

如果大家都是抄来抄去，网络媒体的发展就很难有生命力。此外，加强自己的言论是新闻媒体网站扩展影响力的

重要因素，目前新闻媒体网站日发新闻数量可以上千，但却没有或鲜见自己的特色言论。新闻与言论好比鸟之两

翼，网络媒体在言论方面的欠缺，就如同缺了一翼。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彭兰也提出，随着信息逐渐过

剩，网站要从最初的“粘贴新闻”发展到“解读新闻”，使人们从中得到“关于信息的信息”，即对于当前信息

的分析与解释，网络迫切需要强化言论和资料。  
可以说，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是我国网络媒体首次加入体育报道行列，但当时他们做的事几乎就是最原始的

新闻处理方式--翻译外电再界粘贴到自己的网站上，而两年后的悉尼奥运会，国内网络媒体才依靠报网互动第一

次真正显示自身的传播力量。  
2000年9月，新闻界围绕奥运会展开了激烈较量，而这次是有史以来第一届在互联网上全面展示的奥运会，无

怪乎有人把本届奥运会直呼为"网上奥运会"、"e奥运"。我国网络全面介入体育报道更堪称从悉尼奥运会开始,网

站提供信息的时效和数量更快、更多，其所提供的功能服务也更全，但当时国内并无一家网站独立获得进军悉尼

采访的机会（新华网的记者实际上都是由新华社记者身兼二任），它们的报道大多来自各媒体、尤其是报刊和通

讯社记者，报网互动在这里结合得天衣无缝、相得益彰。  
当时，具有传统媒体背景的网站，先天占有了其它网站不具备的资源优势--原创新闻。此次奥运赛事中，国

内各报业集团或报社均特派记者前往悉尼，在赛场上获得第一手材料写成稿件，并第一时间向相关网站及时传

送；同时，许多报纸还把其奥运特刊的特稿和专稿提供给网站相关“首播”，这些也具有一定的原创性。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下属的“浙江在线”介绍他们与该集团内两家报纸--《浙江日报》和《钱江晚报》实现报

网联动时称，三家媒体在奥运报道中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网报联动，是一种现代媒体特色的完整体现。该网站在

奥运会期间推出"精彩奥运频道"。利用两家报纸派往悉尼采访的记者，把最新鲜的东西以第一时间以电子邮件发

给浙江在线，网站则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些精彩稿件发布上网。网站也因具备资源的优势，把许多来自合作媒体、

网站的独家精美图片发送给纸报编辑采用，为纸报增色不少。  
国内商业化网站领头羊之一的新浪网奥运专题网站，能在国内占尽风头，除中国奥委会授权其作为中国体育

代表团、中国体育代表团官方网站唯一互联网合作伙伴外，还依赖与中新社、中国体育报业总社的结盟，依靠传

统媒体记者力量，获取了丰富的信息资源：比赛结束后5秒钟出结果、30秒出图片、1分钟快讯、5分钟出详讯、新

闻刷新高峰期每分钟10条以上，高峰时24小时访问量超过1070万页次，创造了中文网络对单一事件报道的访问量

新纪录。另一知名网站搜狐也特约著名体育记者苏少泉撰写言论，增加其关注度。  
从国内媒体联手对悉尼奥运会的报道实践看，报纸与网络互动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报纸的记者力量和采访权极

大地丰富了网站的信息空间，而网络又使得报纸的许多稿件增强了时效性，扩大了辐射面，并在一程度上提升了

报纸记者的知名度，二者联合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  



 

 

三、报网互动的发展前景 
 

伴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和成熟，网络媒体拥有自己完全独立的采访权正逐渐成为现实。此前新闻主管部门行

使管理职能时，新闻媒体网站没有获得传统新闻媒体等同的采访权，不过这一“关口”近年来正在松动，新闻网

站已开始获得“一时一事”的采访权，就体育活动而言，去年7月北京千龙网曾派员采访莫斯科国际奥委会会议，

同年9月千龙网更作为北京市的门户网站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拿到了26张采访证，创造了网络媒体采访体育大赛

的一项纪录。今年1月，国际奥委会宣布，独立于传统媒体的互联网机构获得报道次月盐湖城冬奥会的权利。从新

闻传播规律看，惟其如此网络才可能获取更大更灵活的报道空间，将报道进行得有声有色，产生独特的魅力和影

响力。  
网络媒体取得独立采访权后，会不会抛弃最初赖以生存的报纸呢？笔者以为这不必担心。网络固然可以得到

独立采访权，但尚不能招徕大批记者完成这一传播任务，即所谓的理论上“可以”与实践上“能够”存在相当差

距。前些年国内一些网站高薪从传统媒体招聘了部分采编人员，加强自身的新闻原创实力，但随着这两年IT界泡

沫的破灭及政策管制加强（部分商业赞助者退出网站经营管理），很多网站经济状况大不如前，很难再以较大力

度从传统媒体“挖角”。偏偏体育传播是一个特认名气的行当，一批业界公认的“大腕”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媒

体的“卖相”，去年令业界唏嘘不已的“李响天价转会”就是体育记者身价提高的极端个案，加之体育媒体门槛

抬高，成熟周期缩短，使得各网站更愿意以特约、兼职等方式聘用报夹成名记者，专栏作家尤其如此，笔者上网

查看国内最著名的商业化网站之一--新浪“竞技风暴”频道专栏作家名录，该名单上共列了17人，全是特约人

士，而其中真正算得上网络界人士的只有老榕（王峻涛）一人，另5人冉雄飞、刘建宏、张斌、段暄、黄健翔来自

中央电视台，其他11人则清一色是报界人士，人才资源的借用使网络暂时无法与报纸彻底拜拜。  
如果网络媒体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后，它是否会真的告别报纸？这一疑惑仍然显得多余。网络媒体暂时还未获

得主流媒体的地位，其社会公信力远不能与传统媒体，按传播学观念看，这对于它形成权威非常不利，在较长时

期内需要跟报纸等媒体合作，新浪网今年2月获得中国足球队全球唯一互联网长期合作的地位，但它们并未赶紧培

养自己的记者队伍，从其招聘信息就可看出：该网站一直在招聘体育编辑，但始终未见招聘记者；相反，他们曾

派员到各地联系与主要报纸实行信息共享，加强与报纸的联动，这便表明了它们愿意长期与报纸互动的观念。再

者，当前国内报业集团几乎都拥有自己的报纸和门户网站，对付体育报道这一高投入高收益的“烧钱”活路，出

于人力资源、经费的节约和充分利用，他们仍会组合报纸和网络的优势，在人员外派等方面“合二为一”，这就

导致报网互动还要在行政干预下继续进行。  
 

作者简介： list.asp?unid=3360 
 

注  释： 
（1）王淑军《网络媒体优势何在》载《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3期；  
（2）《全能记者必备》第312页；  
（3）《网络时代报纸魅力更强》 见新华网2001年8月15日；  
（4） 同上。  
    

（纸媒媒文本见《新闻界》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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