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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新闻业务论文难，发表新闻业务论文更难。因评职称的需要，有的人挖空心思找关系打通关

节来发表论文。像这样通过关系发表的论文，一般都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职称评委一眼就能辨

出来。可以说，这种凭关系发表的论文发了也是白发。因而，我们不能把心思用在拉关系上，

而应把心思用在写作上。新闻业务论文的写作，像其它论文的写作一样，关键是要选好题，确

定研究方向。而选题的关键就是要像写新闻报道一样突出一个“新”字。笔者认为，在以下几

个方面内做文章可以达到出新的目的。  

一、 抓住有争议的问题做文章  

新闻这门社会科学，还有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如新闻价值、新闻定义、新闻自由等。有争议的问

题，由于它的内涵有多种说法，具有不稳定性，往往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容易引起人们的关

注。因而选择有争议的新闻问题去研究，当然容易引起新闻专业报刊编辑的注意。  

例如，对于新闻定义来说，目前的教科书中尚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因此，新闻界对新闻的定

义争论不休，争论去，争论来，目前不少人认同陆定一1943年给新闻下的定义——“新闻是新

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认为这个定义概括了新闻的本质特征，对掌握新闻写作规律起着指导

作用。然而，这一定义也有不科学不准确的地方，因此，对于这一定义仍然在争论之中。所

以，我们完全可以选择这个问题来进行研究。笔者就曾对这个问题以《辨析新闻定义》为题进

行过研讨，针对陆定一新闻定义中不科学的地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新闻是新近发生或

新近发现的能引起广大群众关注的事实”。这篇论文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主办的

《中国新闻出版报》采用在头版二条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选择有争议的新闻问题进行研究，一定要弄清有争议的问题已研究到了何等地

步，要注意不要与别人的研究成果雷同，一定要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如笔者关于新闻定义的观

点就与目前其它的观点有显著不同的地方，如认为应把“新近发现”与“新近发生”并列一起

来使用，缺一不可。因为有些事实虽说不是新近发生的，是早就发生了的，但只要新近发现的

东西是重大的则仍然是新闻；如认为新闻不应仅仅是“报道”，没有报道过的重大事实不一定

就不是新闻，报道了的而不重大的事实不一定就是新闻。整篇论文就围绕这些问题，对陆定一

新闻定义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反驳，让人口服心服，令编辑难以丢弃。  

二、 抓住新出现的现象做文章  

新闻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像其它的社会科学一样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新闻在不断发展

和不断完善中往往会出现大量的新现象。通过研究这些新现象，使新现象蕴藏的经验上升到理

论的高度，再反过来指导实践，从而推动新闻的发展和完善。因此，研究新闻发展和完善中涌

·发展报道蓬勃发展  

·“诗”话民生新闻  

·当代国外党报概况述评  

·民生新闻是非论  

·论平民化新闻的生命力  

·主流新闻要走出"软肋"  

·新时期虚假新闻新特征  

·社会问题报道辨析  

·深度报道深在哪里？  

·对分析性新闻的思考  

·新闻分层初探  

·谈典型报道  

·解析气象新闻二十年嬗变  

·审读性校对与观念转变  

·台湾报纸新闻标题刍议  

·报道的平衡与全面  

·论消息的含金量  

·发展报道：为全面建设…  

·隔行不隔理：用做广告…  

·“调侃新闻”颠覆新闻…  

·浅议“用事实说话”  

·新闻报道如何接近“事…  

站内搜索 登陆 论坛注册



现出来的新现象，对促进新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正因为如此，研究新闻新现象的论文一般

是能发表的。  

然而，由于一些新现象是在新闻从业人员的实践中出现的，而从业人员在实践中往往忙于本职

工作，而很容易忽视对新现象的研究，这也是目前新闻界为什么理论滞后于实践的根本原因。

我们在新闻实践中要善于抓住新现象进行研究，这样既对新闻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成绩，又往

往能达到发表论文的目的，从而取得理论上的成果。  

要抓住新闻发展和完善中的新现象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一是抓住新闻采访当中出现的新方法

如暗访等，二是抓住新闻编辑当中出现的新方法如策划等，三是抓住新出现的新闻文体如体验

式报道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的竞争非常激烈，新闻从业人员的创新精神使新的采访方

法、新的编辑方法、新的新闻文体等不断涌现，为新闻理论研究提供了广泛的题材。因此，抓

住新出现的现象撰写的论文往往令人耳目一新，被新闻专业报刊的采用率很高。如笔者撰写的

《关于体验式报道的理性思考》，是一篇关于研究“体验式报道”这种新体裁的论文。这篇论

文之所以被复旦大学主办的《新闻大学》杂志于1999年冬季号作要文发表，关键在于抓住了近

几年悄然出现的体验式报道这一新现象，而且从出现、界定、特性、方法、形式、价值等六个

方面进行了全面论述。  

三、 抓住新发现的情况做文章  

新闻的历史虽说已相当悠久，但是新闻的理论研究并不是没有遗漏的地方。这些被遗漏的东

西，一般是早就出现了的，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由于它们隐藏得较深或

虽然隐藏不深但容量被人忽略，因而往往在理论研究方面被遗漏。因此，要抓住新发现的情况

撰写论文，首先就要有所发现。要有所发现，就要从习以为常的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中细心观

察，从而发现新的情况。  

例如，笔者发表在中国地市报研究会主办的2000年第8期《中国地市报人》杂志上的《浅谈新

闻的两个层面》，就是笔者认真观察有所发现后的研究成果。笔者通过对新闻报道进行广泛地

研究后发现，任何类型的新闻如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社会等新闻都有两个层面，一是表

层，二是深层。表层就是事物的外在表现，深层就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新闻的两个层面有

的明显，有的不明显；表层或深层，有时在新闻中唱主角，有时在新闻中充当配角；是让表层

内容唱主角，还是让深层内容唱主角，要看表层内容与深层内容谁吸引受众的能力强；要挖掘

新闻的深层，只要利用“为什么”这个利器就能达到目的。新闻的两个层面并不是才出现的，

而是自有了新闻以来就出现了的，只不过才被笔者发现这种固有的存在而已。  

由此可知，要发现新闻的新情况，必须对新闻的基本知识的和基础理论了如指掌；要善于对现

有理论和实践用“逆向思维”和“发散思维”去分析。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有所发现。此外，

还应注意的是，发现，往往隐藏在某种闪念之中。这种闪念就是一种灵感，这种灵感起初是模

糊不清的，但能隐隐约约感觉到一丝亮点，抓住这个亮点反复琢磨，使之逐渐明朗起来就是一

个发现。  

四、 抓住边缘性问题做文章  

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社会科学之间也不例外，它们之间的联系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而日益密

切。联系的问题就是一个交叉的问题，交叉的问题就是一个边缘的问题。社会科学的边缘性问

题，就好像国与国之间的边界问题一样，要解决边界的问题，有时既要用到这国的法律，又要

用到那国的法律。同样，要解决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性问题，有时既要用到这门科学的知识，

又要用到那门科学的知识。  

对于新闻这门科学来说，目前的边缘性问题较多，如新闻与文学、新闻与宣传、新闻与社会、

新闻与法律等一系列问题，每一个边缘性问题又有不少具体的问题，如关于新闻与法律的问题



就有新闻自由的问题、新闻舆论监督的问题、新闻侵权的问题等。笔者发表在河南日报社主办

的《新闻爱好者》2000年第5期上的《新闻侵权的三种常见形式》就是一篇典型的边缘性论

文。这篇论文既讲到了新闻学的问题，又讲到了法律学的问题。文章从新闻侵害名誉权、新闻

侵害隐私权、新闻侵害肖像权等三个方面对新闻侵权的常见形式进行了论述。这篇文章由于涉

及到了法律方面的知识，所以显得很新颖。  

由此可见，抓这类问题进行研究，对作者的要求是很高的。作者不但要熟悉新闻理论，而且还

要熟悉与新闻交叉的相关科学的理论知识。笔者之所能撰写出这篇论文，得益于笔者除钻研新

闻理论外，还较系统地学习了法律专业知识。那么，是不是对新闻边缘性问题进行研究就必须

系统学习相关的理论呢？不一定，因为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更何况新闻从业人员的精力应

主要用于钻研新闻业务上呢。但是，有一点是必须做到的，那就是至少要对有关的科学或学科

有个大概的了解，并且对联系密切的有关具体问题了解得比较透彻。否则，研究新闻边缘性问

题时，要么研究得不深，要么外行话连篇。  

五、 抓住冷门问题做文章  

新闻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为新闻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一般地说，狭义的新闻指新闻采

访和新闻编辑。广义的新闻指新闻媒介所从事的一切活动包括采编、广告、发行、管理、经营

等。新闻理论研究中出现冷门的主要原因是，新闻内涵范围的广泛和新闻从业人员结构的失

衡。目前，我国新闻媒介的从业人员中，学新闻、学中文的比较多，而学广告、学发行、学管

理、学经营的人较少或者没有，广告人员、发行人员、管理人员、经营人员要么是由学新闻的

或学中文的担当，要么是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来凑合。这样一来使得广告、发行、管理、经

营等方面的研究往往出现冷门。因此，我们在新闻理论研究中要注重抓住这些冷门进行研

究。  

如何抓住冷门进行研究？首先，要意识到抓住冷门进行研究容易出成果，因为新闻界对这些冷

门毕竟研究得少，有待研究的东西较多。其次，要学习冷门的基础理论知识，做到对冷门的轮

廓心中有数。再次，要选准某个冷门的热点问题或冰点问题进行研究。所谓冷门的热点问题是

指，目前实际工作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如广告的策划、自办发行、竞争上岗、创办公司等。所谓

冷门的冰点问题是指，目前实际工作中还没有引起新闻从业人员注意的问题如新闻与广告的区

别等。  

广告、发行、管理、经营与采访、编辑是同等重要的工作，因而各新闻理论报刊上都相继开辟

了有关的冷门专栏，如《中华新闻报》开辟了“广告界”专版，《中国新闻出版报》开辟了

“经营管理”专版等，这为发表冷门方面的文章提供了园地。因此，抓住冷门的问题撰写论文

很容易被采用，如笔者撰写的《如何辨别广告性新闻》，由于抓住了广告这一冷门的冰点问

题，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2001年4月16日《中华新闻报》上发表。  

总而言之，要想使新闻业务论文容易发表，归根到底就是一点，这就是要像采写新闻报道一样

去求新，只有观点新颖的论文才有被发表的可能。哪些观点陈旧的论文是难以通过正常程序和

渠道发表的，这样的论文纵然发表了也最终得不到业内人士的认可。  

（作者系湖南省常德日报社总编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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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专栏：胡德桂

· 新时期读者之声的参政议政功能 (2006-5-8) 

· 领悟新闻：让经验升到理论高度 (2005-4-14) 

 



· 关于新闻报道中术语的问题 (2005-2-23) 

· 媒体在推动消灭农村贫穷中的作用 (2005-2-22) 

· 浅谈报纸“板块法” (2004-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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