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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高度现代化的日本，因特网对传统报业带来怎样的影响，又是一个令人关心的话题。

笔者在与日本传媒理论界与报界各方人士的调查中，他们几乎得出一致的回答：因特网的发展

潜力决不可小觑，但因特网不可能替代报纸。 

  日本外国新闻中心专务理事细野德治，这位曾访问过中国受到江泽民主席接见的原《每日

新闻》资深记者说，报纸有它的特殊性，它的便捷和深入，因特网不可能完全替代。 

上智大学新闻学教授滕田博司说，因特网的发展，报纸的功能和内容会发生变化，但不会被因

特网挤到绝路。这位曾在共同通讯社从事了35年记者工作的教授分析道：报纸有特殊的版面语

言，人们从一篇文章版面的安排处理可以了解其重要性，而读因特网的文章需要一篇一篇打开

之后才能阅读。电视与因特网相比，有人喜欢自己寻找感兴趣的内容，这样因特网的双向互动

就有用武之地；而有人喜欢被动接受，不愿费力从茫茫信息库里寻找，这样，他宁可接受电视

的经过选择的单向传播。 

  日本的大多数报纸都在互联网上建立了网站，有些是纸质报纸的翻版，很多大报则有专门

电子版编辑人员，每小时更新内容，随时提供最新的信息。一些报纸电子版的访问量也相当可

观。如朝日新闻在一些重要新闻发生时，日访问量达到2000万次。但这些电子报没有一家是盈

利的，靠网上少量的广告不能弥补巨大的投入，需要报社财政补助。在读卖新闻社、朝日新闻

社、西日本新闻社考察时，那些接受采访的同行，都对因特网的前景抱深不可测的观点，认为

因特网对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将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些报界业内人士认为，现在世界主要的传

媒都上网了，如果你失去时机不去占据这块领域，一旦过了临界点，电子报能带来利益时再从

别人口中去分割份额，无疑是与虎谋食。因此，尽管大家觉得往电子报的投入是一口无底洞，

不知何时能看到赢利的曙光，但谁也不肯退出这场竞争，看谁笑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 

  对新媒体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研究它的优势所在，改进传统媒体的弱

势，从而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相互促进发展，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既竞

争又合作的态势。 

在实践中培养记者 

  一家报纸能否具有生命力，关键是否拥有坚强的人才力量。日本报纸的记者队伍非常庞

大， 仍以那三家报纸为例：读卖新闻社有2600多名采编人员，朝日新闻社有2700多名采编人

员，西日本新闻社有1000多名采编人员，各报都有相当多的经营人员，组成了人数众多的报业

大军。 

  日本记者的培养方式与许多国家不同。日本只有3所大学有独立的新闻系，一些大学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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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专业融合在其他学科里。因而，新闻系毕业生在报界所占比例不高。日本报纸一般每年两

次向社会上招聘记者，竞争非常激烈，不同学科背景的大学生跨进报社大门之后才开始接触新

闻学。 

  像朝日新闻每年招聘50名记者，报考人数达1万多人，绝大多数是不同专业的应届毕业

生，他们过关闯将经过严格的考试之后，才能跨进报社大门。所有的记者必须到报社基层的支

局工作，先跑警察局，从最容易获取的马路新闻起步，在基层不同的部门锻炼三四年之后，视

记者表现实绩，才能回到东京总部工作，在总部熟悉一段时间，经过报社进修中心的再培训，

看记者不同的特长再分到不同的采编部门独立工作。经过如此艰难的磨炼，记者的各方面能力

有了很大提高，他们对来之不易的工作岗位也特别珍惜，记者在同一岗位上从一而终的为数不

少。 

  社会是所大学校，记者必须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才能胜任自己的职责。日本记者的这种培

养方式，实际上表明各家报社就是一所新闻大学，报社在实践中充分挖掘记者的潜力，然后量

才培养不同类型的记者。 

大搞活动树立形象 

  日本报纸为了在社会上树立良好的形象，加深在读者中的印象，各报都十分重视搞社会活

动，增强与读者的亲和力。 

  报纸尤其在文体活动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千方百计去扩大报纸的影响。像读卖新闻

社每年要搞500多项活动，他们在报界拥有独一无二的读卖日本交响乐团，除了举办日常的定

期音乐会之外，每年邀请世界一流的指挥家进行演出，演奏国内外音乐家的作品而广受好评。

读卖新闻社每年还请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到日本演讲，向公众特别是青年人传播21世纪的"科学

之心"；他们还积极举行各种书画展览，推出文学奖，摄影大奖，国际漫画大奖，日本学生科

学奖，教育奖，医疗功劳奖，科幻小说大奖等活动，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读卖新闻社还

热衷举行各种体育大赛，组建自己的职业棒球队、足球俱乐部，开展棋圣战、门球锦标赛、剑

道锦标赛等赛事，掀起一阵阵的体育浪潮。 

  报社还竭尽全力向社会各方面渗透，在人流集中的地铁、商场等处大做形象广告。报纸努

力开发视听多媒体，以文字、图形等形式在许多公众场合、列车、机场等处提供信息显示，让

公众随时随处可以读到报纸通过不同形式发布的新闻。 

  报纸是社会众生相的反映，报纸需要向社会树立自己的形象，处处向公众表明它的存在，

报纸不仅仅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让公众从中读到自己的生活，报纸也是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

推动社会发展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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