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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城市兴办国际性报纸刍议 

作者： 张允若  

关键词： 沿海城市 国际性报纸┊阅读：360次┊ 

一  

当前，我国的沿海、沿边地区的对外交往正在迅速扩大。一些重要城市，例如上海、广州，正在向国际性都市发展，正

在逐步建设成为国际性的经济、贸易、金融中心。这种情况对当地的报业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报纸走出国界，更好地

让世界了解当地、让当地了解世界，要求报人跟上形势，办出几份确有国际影响的报纸来。  

这样做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一切国际间的实务交往都离不开信息的交流。实务交往需要信息的交流为先导，实

务交往又必定带来更多的信息交流。信息交流的渠道甚多，有电信、邮政等专用媒介，有广播、电视、各类出版物等大

众媒介，但是迄今为止，报纸仍然以其承载信息的广度、深度、内容的连贯性、使用的方便性见长。即使将来电子媒介

进一步普及了，它仍然可以同最先进的传播技术结合起来，作为一个重要的新闻供应者，进入国际互联网络，以新的面

貌、在新的高度为国际交往服务。  

这样做的现实性正与日俱增。这些年来沿海地区的一些大报，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办报队伍日益壮大，技术装备逐步现

代化，这就为走出国门准备了重要的基础。而今随着都市的日趋国际化，这些都市越来越成为国际上瞩目的对象，这里

的事态发展、面貌变化以及这里对世界事务的态度反应，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这就为报纸准备了众多的国外读

者，提供了广阔的国外市场（包括发行和广告）。只要经营有方，报纸完全可以依托这样的市场取得丰饶的财源和良好

的经济支持。而都市国际化，当然也为报纸的各项业务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条件。总之，都市的国际化正在呼唤着、带动

着大众媒介的国际化。国际性的都市，应该有自己的国际性报纸。  

二  

沿海城市报纸走向世界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把报纸正版办得为世人瞩目，拥有众多的国外读者；二是专门出版国际版

或海外版，向国外发行。不管采用哪种方式，都要求办报人有新的观念、新的思路。要把目光转向国际社会，转向整个

世界。要给报纸重新定位，确立新的任务、功能和目标对象。  

与此同时，报纸的业务方针也要有相应的调整。主要是：  

（一）要从国际角度来挑选和报道国内新闻。要着重报道有国际影响的国内或地方上的大事，诸如政情社情、外交表

态、外事往来、经济变化、社会秩序、投资环境、消费需求等。要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才能取信于读

者。要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增强透明度，增加信息量，以适应国外读者了解中国的需要。  

（二）要增加国际报道的分量，提高它们的版面位置，尤其要改变国际新闻不上头条的旧习。大凡有国际影响的报纸，

无不十分重视国际新闻。国际新闻不仅面广量多，重要的从不遗漏，而且报道及时，独家新闻多。据统计，《纽约时

报》、《华盛顿邮报》的要闻版40％以上是国际新闻，《洛杉矶时报》为30%，英国的《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的

情况与此相似。这些大报在历史上都有许多率先刊出重大的震动世界的国际新闻的“光辉纪录”。要做到这点，当然不

能只依赖通讯社供稿（更不能人为地限制报纸只用国家通讯社的稿子），而必须有自己的驻外记者，活跃在世界热点地

区，及时采制新闻。比如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派驻各国前线的记者就达一千六百多人，《纽约时报》记者劳伦斯

甚至登上了向长崎投掷原子弹的轰炸机，后来写出了令世人瞩目的实况报道。很显然，如果没有足够的为人关注的国际

新闻，是不可能在国际报坛占有一席之地的。  

（三）要加强国际问题的分析、评述或评论。新闻报道要真实、客观，减少主观色彩。但是独立于新闻报道之外的分析

评述是完全必要的，深刻、精辟、独到的评述只会增强报纸的吸引力，提高报纸的国际声誉。这是因为不同国家对国际

问题的见解和态度，历来是国际舆论界所关注的，历来是国际人士分析时局、预测动向的重要参考。美国的《基督教科

学箴言报》是份四开小报，发行量只有二十多万，但却在国际上负有盛名，原因就在于它一贯重视解释性报道，它的驻

外记者不仅能迅速及时地报道重要新闻，而且还能作出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解释。又如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赖斯顿等人

的专栏作品，有不少关于国际时事的精彩评述，备受各国政府和外交界的重视，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增进了所登报纸的国

际影响。  

（四）版面和文字要向国际习惯靠拢。版面组合要分门别类、形成单元，并有要目索引、要闻提示。版面编排宜采取通

用的准横式，并有所变化、有所创新。要增加图片数量和尺幅，适当采用彩印，但要不失庄重感，切忌花哨、浮夸等小

报作风。要借鉴国外有益的写作方法，例如客观报道手法、背景材料使用等。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根据读者的情

况和报社的条件采用适当的语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不外乎三种：一是全部使用中文，二是采用中英文双语版，三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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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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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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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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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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英文。如何抉择，要看报纸的实际情况而定。  

三  

真要办成国际性的报纸当然并非易事，必须有许多实务上的保证和政策上的支持。  

实务上的保证，指的是要创设必要的条件。  

一是人才。要有一批称职的驻外记者，一批高水平的国际问题评论员和专栏作家，也要有一批能去国外设点开拓的经营

管理能手。这些人才，要从现有的新闻队伍中发现和选拔，也要同新闻院校合作进行培养。  

二是设备。要用最先进的技术装备我们的记者和编辑部。国际报坛新闻竞争十分激烈，这种竞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速度

和时效的竞争。人家现在采写、传递、编辑、印刷、发行全部用电子计算机系统联接，实现了全程电脑化，这就最大限

度地提高了工作效率。我们也要努力用最先进的传播手段来保证新闻的时效和速度。  

三是资金。人才和设备都离不开资金。现在一些大报每年广告收入已达亿元、几亿元，多种经营也大有发展，这就为它

走出国门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前进，把报纸办好，有可能赢来更多的收入，形成良性循环。与此同

时，还要从多方面筹集资金，比如，同其他信息产业合作，共同开发国际信息业务；争取大的企业集团、特别是正在向

国外扩展的企业集团投资参股等。报纸所在的城市也应在地方财政中适当拨款支持，因为办国际性报纸本身就是建设国

际性都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列入当地财政预算。  

政策上的支持，关系到国家对国际新闻报道的管理问题。鉴于国际新闻报道的特殊性，国家的管理当然是必要的，但是

有些旧的观念似应改变。譬如过多地把报道或评述同外交意向联系起来，这就难免作茧自缚，影响工作。笔者认为，要

在世人面前改变这种成见，要把报纸按照新闻规律所作的报道同官方意向区别区来，从而使政府和报纸都不必为这样那

样的报道而背负包袱。在这样的前提下，适当放宽政策，允许报纸自行采访和报道国际事件，允许报纸对事件作合乎实

际的分析和解释，允许报纸根据国家的基本方针对事件作独立的评述。国家对外宣传机构应该在这方面进行必要的指导

和协调，但这种指导应该是宏观上的指导，这种协调应该是动态中的协调。当今时代国际风云瞬息万变，而这种变化信

息的传播又极为神速，我们的新闻媒介要走在信息传播的前列，就不能没有较为宽阔的活动空间。  

四  

报纸要走出国界，这是一项开拓性的事业，条件要逐步创设，经验要逐步积累。从现实情况看，似乎可以先从两个方面

着手。一是先办经济类的报纸或经济类海外版，活动余地宽一点，政治上的制约因素少一点。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在

战前只是一份财政金融类报纸，但当时就很有国际影响。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天还是一家金融报纸（当然也登一些与

金融直接有关的政治、外交新闻），但它在全世界120个国家拥有广泛的读者。我们现在也有几份冠以“世界”、“国

际”字词的经济报纸，可惜徒有其名，面对的只是百里之内的小世界，不知几时真能名实相副？二是先办面向海外华人

的报纸（或海外版）。目前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达5000万，炎黄子孙有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文化传统、共同

的爱国爱乡之情，还有种种华人组织可以作为依托，联系沟通比较方便，困难相对来说要小些。上海《新民晚报》已经

在这方面迈开了步子，1994年11月开始在美国印刷发行。但愿先驱者取得成功，并能激励后来者共赴大业。  

当今的时代是个伟大变革的时代。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把整个人类不分国界、不分种族，越来越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我们的国家在完成了新时期的第二步战略目标以后，正在制订更为宏伟的发展蓝图，更加昂首阔步地走向世

界。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新闻界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国际传播观念，既要办好国际广播、国际电视，还要办好国际

性报纸，用卓有成效的国际传播活动，为国家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在国际社会中大展宏图贡献力量。但愿在新世纪

到来之前，我们能办出几份真正有国际影响的大报来。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1995主办的学术会议的论文，以后收入《新闻传播学术报告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199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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