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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红权  

     我国对市场经济的运作已有十多年。多年来，经过人们的求实探索，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澄清了许多糊涂或偏颇的认识。就新闻摄影、特别是就新闻摄影理论界而言，是否应以更加开阔的视野、科学的态度

及求实的作风来重新审视新闻摄影的商品性问题呢？ 

     1993年11月，第五届全国新闻摄影理论年会在无锡召开。会议对我国刚确立的“市场经济”做出反应，并就新闻

摄影的商品性问题进行了讨论。结果在会议发表的《纪要》中指出：“报纸的广告是商品，报纸发行是商品，新闻照

片当广告用和在市场上出售是商品，但新闻照片稿件不是商品。” 

     在该届年会上，对稿件做出不是商品的判断是有其历史原因的。1993年，我国刚实施市场经济模式，在市场经济

的起步阶段，对新闻摄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作缺乏理论依据和足够的认识也是必然的。加之当时“有偿新闻”的

泛滥，更是加重了人们的顾虑，甚而打击了人们对这一问题进行理性认识的勇气。但是当市场经济的运作雏形和发展

趋势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重新认识、判断稿件的商品性问题，也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生活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人们，只要略晓经济学常识，便不难做出稿件就是商品的判断，而对这个简单的常识性问题

做出错误判断，恐怕更多的是来自“有偿新闻”的顾虑和真实性的担心。  

     在一个成熟的市场里，只有优质的产品才可能赢得并占领市场。而新闻如果是有偿的，那么其真实性就大打折

扣，失掉真实性的“稿件”，就不成为新闻稿件，也就失去了这个市场的“进入资格”，以至失掉一个赖以生存的更

大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没有“市场”的约束，才造就了有偿新闻。稿件作为商品（或特殊商品）在西方运作

已有相当长的历史，而且从运作的情况看，并未发生有偿新闻的问题。故而，认为稿件成为商品将导致有偿新闻的判

断是错误的。而我国之所以曾出现有偿新闻的问题，一方面是我们的从业人员素质低，缺乏职业道德；另一方面就是

我们没有一个市场，更没有一个“市场进入准则”来实现稿件的交换、竞争、淘汰。建立这个市场的理论根据或所依

赖的就是对稿件是不是商品做出肯定的判断，否则，没有商品，哪来市场可言。 

     在今天，否定稿件为商品，不仅仅只是认识、理论上的问题，而且在实践上已经严重地阻碍了我们的改革。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为提高照片质量奔走呼号，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是我们没有一个竞争机制，而竞争机制

的形成，有赖于新闻摄影建立一个“市场”。从发展的角度看，建立一个有效的新闻照片市场，是我们参与竞争，更

好地服务于社会的必然选择，而建立“市场”的基础就是将稿件作为商品运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肯定稿件为商品，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稿件运作的必然选择。 

     将新闻摄影推向市场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不论我们对稿件是否商品做肯定或否定的答复，它都以商品的固有属

性存在着。而如何适应市场经济，加速自身的变革，将新闻摄影事业融于社会变革中求发展，则是我们应该加紧研

究，并做出明确答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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