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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事物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它的出现，常常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与其他事物相联系，

由客观形势推动的。新闻策划也是如此。那种认为新闻策划仅是从广告策划\公关策划\电视策

划那儿搬用而来的看法是皮相的\肤浅的。有人认为，它并非当代中国的新发明，只不过是西

方历史上商业报刊刚兴起期间就曾有过的旧玩艺\洋玩艺。这种看法更是缺乏事实根据。 

首先我们要肯定，新闻策划早已不是人们头脑中的"胡思乱想"，而是在我国新闻实践中，被人

们创造出来\看得见\摸得着，大量实际存在的一种工作方法。许多人在工作中曾运用过它。它

与实行精品战略共生。精品依赖策划，没有精心策划，也就不会出现党和人民都满意的，可以

称得上精品的好作品。。它是我国新闻界当前的一种追求，是世纪之交中国传媒为了适应中国

的社会的大变动\大发展\大崛起，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一种努力，体现了一

种时代精神。要研究新闻策划，我认为一定要注意到以下事实，即我们所说的新闻策划，是在

社会主义新中国所发生的新闻策划，而不是发生在外国，或发生在其他历史时期的什么新闻策

划。也就是说，研究新闻策划要注意到"中国特色"。 

当前之所以出现新闻策划这样工作方法的因素有哪些呢?我认为有如下几点： 

一\我国的各项事业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然也包括新闻事业。各种传媒都要接受党的领

导，其中主干传媒是党的喉舌。 

二\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新闻的本源。新闻本源的自为性是我国传媒能够进行新闻策划的前提和

基础。 

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二为"方针以及以正面报道为主方针的提出，新闻

出版\广播电视工作一系列具体政策和法规的制定，为新闻策划规定了方向\目标和运行的轨

道。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市场经济对新闻传播的影响，竞争的加剧和实现宏观调控

力度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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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闻事业向现代化方向发展。 

新闻策划是与弘扬主旋律\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提高质量\多出精品紧密相连的。范敬宜同志

任"经济日报"总编辑时就发动编采人员出点子\搞策划，组织了不少像<关广梅计论>\<香香臭

臭话广东>\<五个变迁>\，<大机斗小机>等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报道。他到人民日报社任总编

辑之后，又组织了，来自东南西北中的报道>\<大江东去>等有重大影响的报道。范敬宜同志明

确提出：总编辑的主要任务，一是把关，二是策划。并认为，所谓"策划"，就是根据中央总的

宣传方针政策，结合本报实际来安排组织报道。新闻策划概念的涵义是十分明确的。新闻策划

就是新闻策划，它和有些人所说的"策划性新闻"根本是两码事。把新闻策划硬行区分为"报道

策划"和策划性新闻"，然后对所谓的"策划性新闻"大加挞伐，来说明新闻策划的不对，这种做

法不是实事求是的，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社会大变动常常引起新闻报道从内容到方法上的变化。新闻策划作为一种工作方法，既体现了

强烈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又体现了客观科学性。正如本文开头所说是一个新生事物。它是新闻

学教科书上所没有肯定的。有些搞新闻教学的同志从书本出发，采用演绎推理的方法，断言新

闻策划不符合新闻定义的要求，因而也就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这种从书本到实际的思路，即

拿书本上的原则\定义去套现实生活的"本本主义"思路，常常是会碰壁的。 

拿新闻定义去检验新闻策划，这是把新闻定义作为大前提，新闻不能策划成为结论。然而，只

有大前提是正确无误的，结论才会正确。目前新闻定义有百种以上，究竟哪一种是正确的，尚

有争论。笔者认为，我国新闻理论界认为比较权威的陆定一同志的新闻定义("新闻的定义就是

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与范长江同志的新闻定义("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

重要事实")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陆定一同志的新闻定义的主要缺点是排斥了主体在新闻活动

中的意义和作用。当然这个问题不是靠这篇短文就能说清楚的，尚待另文深入研究讨论。 

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学者阿特休尔在其名著<权力的媒介>中归纳了新闻学发展迄今为止的七条

结论。其中第七条是："新闻实践往往背离新闻理论"。为什么新闻实践背离新闻理论?我认为

主要原因在于新闻理论不承认新闻是社会意识形态。那种认为新闻不能策划的观点，也和不承

认新闻是意识形态的新闻理论有关。 

(作者说明：此稿为参加上海<新闻记者>组织的"关于新闻策划问题的讨论"而写。但该刊没有

采用。一位我不认识的编辑在退稿时附了一封信给我，他说：他本人是十分赞同我的观点的，

但此稿发到主编那里，主编不同意发，他觉得很可惜。特地把稿子退给我。信的下面还署上了

他的姓名。我觉得没有采用也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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