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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报纸的“运作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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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报纸的日报总量与中国相差不多，报纸从采编到出版的过程，有许多也与中国相

同。但是通过了解，也发现了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做法。特别是关于办报的一些细节，更值得

我们关注。  

    新闻例会  

    《新不列颠报》是一份发行量不到2万份的地方性报纸。因为规模较小，整个新闻编辑部

只有  

9个文字记者、2个摄影记者和4个编辑，所以并没有固定的新闻例会，遇到重大的报道时，执

行总编辑与晚班编辑一起商议一下即可。但另一家较大的报纸《纽黑文纪事报》，就有了固定

的新闻例会。  

    《纽黑文纪事报》总部在康州的第二大城市纽黑文市，该市因为是著名的耶鲁大学的所在

地而闻名。报纸每天出版48个版，发行量在20万份左右。该报每天都要开两个例会。上午，召

开一个编前例会，由城市、经济、体育、文化、社论等版块的共7位主编参加，主要是通报当

天各个方面的新闻线索，确定当天重点新闻题目；下午，再举行另外一个例会，由值班总编辑

主持，主要内容是确定当天的头条稿件或者图片，确定上一版的主要稿件。  

    这样的例会，在一些著名的大报也常见。看《纽约时报》对一些国内国际事件的报道，发

现除了即时性的报道外，同时还有大的背景以及相关的报道、观点等。据了解，这与他们定期

的例会是分不开的。在例会上，大家一起分析一周重要的事件，讨论报道规模和方式，从而使

得报道显得十分丰富和充实。  

    时效第一  

    在美国的新闻界，不论是报纸还是电视，还是通讯社，在对待新闻的态度上，永远都是

“时效第一”。在《新不列颠报》，每天记者写的当日新闻，是该报重要的报道源。他们的稿

子，将决定着当天报纸的出版情况。我们还注意到，许多报纸都出版有“最终版”。所谓最终

版，就是最后完全截稿后才印刷的版面。因为这里的报纸版量都很大，一次性印刷工作量太

大，所以有些版就是白天提前印刷的。这种标以最终版的形式，在《芝加哥论坛报》、《芝加

哥太阳时报》我们也都看到过。  

    不仅报纸，新闻服务机构也是这样。在美联社康州分社采访时，分社总编辑曾介绍了他们

的运行情况，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对新闻时效性的高度关注。他说，在新闻服务机构不断增

加，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增强新闻的时效性，在“第一时间”写出新闻并传输出去，是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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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胜的最重要的砝码。他列举了他认为的新闻的最重要要素的排名：时效第一，背景第二，

展望第三。为保证时效性，他们还在机制上做文章：每天都有专门的记者二十四小时值班，与

康州的各家报纸建立合作关系，每天都能在第一时间、也就是报纸还没有印刷发行之前，就知

道报纸次日的主要新闻情况。  

    大事报道  

    所谓大事，总是应该有一个公众的标准的。但在美国，这种公众的标准往往与报纸自身的

新闻标准不尽一致。在这里，你很少可以看到各报统一的头条，尽管这一天可能有全国性的大

事发生。在美国学习期间，我们遇上了美国的国庆日，这应该是一件大事。但在第二天的报纸

上，你却看不到多少对这件大事的大报道。在我看到的报纸中，对这件大事的报道就各不相

同。《布法罗新闻报》（纽约州西部最大的布法罗市的报纸）将国庆新闻报道放到了一版的右

下角，字数大约只有200个字，当天的头条发的是大的图片报道，主题是“聚焦犯罪”；宾西

法尼亚州的一份地方报纸，头条发的是州里通过了一项“骑摩托车者必须要带头盔的法令”的

报道，报道很详细，包括以前的政策，全州现在骑摩托车的人数，法令是如何通过的等等，国

庆日的报道，只是一条相当于标题新闻的内容，只告诉读者 “总统布什就国庆日发表演

讲”。  

    再有像8月份的大停电，纽约的一些报纸当然进行了较重的处理，《纽约邮报》除了一版

是整版的大图片外，还做了40多个版的文字报道，但《新不列颠报》并没有放到头条位置，而

是放到了一版的下部。他们的解释是：停电虽然是全国性的大事，报社所在地也停电了，但因

为当地恢复得较早，许多居民都通过电视看了有关的报道，没有必要再进行重复，还不如当地

另外的新闻更让读者感兴趣;而同是地方报的《康州邮报》，却在头条位置进行了报道。  

    大事报道的这种不统一性，说明了各报选择新闻的标准的不统一。  

    “一版模式”  

    看美国的报纸，特别是看其一版，你常常会感到它的一版的一种模式化特点。像《新不列

颠报》，每天的一版大体上都是一种风格，头条新闻都是通栏而做的，大标题，然后是文字转

版；头条底下居版中心的位置，一般是一幅大的图片，图片的两侧是竖立的文字新闻，图片底

下，也就是报纸一版的底部，往往又是横起来的文字新闻。这种组版方式，在这家报纸应该是

已经模式化，除非有特别的原因，否则每天都是如此。再像《纽黑文纪事报》，每天出版48个

版，但每天的头版几乎已经模式化，除了导读之外，一版刊发的稿件从不超过4篇。  

    模式化并不总是一个样。有的报纸就不是这种版面分割清晰、图片文字明确的模式，有代

表性的是《今日美国》报。在它的一版上，你已经看不到报纸版面的所谓几栏分割，因为无论

是它刊发的图片或者是文字，都已经完全打破了编排上的按栏分割版面的格式。与一些比较规

范运用版面分割的报纸相比，《今日美国》一版的整个组合看起来有些散乱，甚至有点没有章

法，但却具有很强的冲击力。  

    也有相对“古板”的，像《华尔街日报》，不仅加宽的报纸版式有点独一无二，它每天的

一版版面组合，给人的一个印象是中规中矩。如果说《今日美国》一版组合的“杂乱”让人有

种青春冲动的感觉的话，《华尔街日报》则给人一种稳重成熟的感觉。这两份报纸目前在美国

报纸的发行中排名前两位。各自有点模式化的一版，却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跑口记者  

    美国报纸的记者，除了有驻外的之外，在编辑部里的记者也常常分跑不同的口。一些大的

报纸，都有专门的驻白宫、驻议会等记者，一些地方性很强的小的报纸，也将记者分为经济、

体育，或者是跑法院、警察局等。在谈到记者这个职业时，一位大学的教授曾这样描述：要做



一个好记者，一是要与政府官员有很好的朋友关系，这样你就可以得到独家的新闻线索；二是

又必须与政府官员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这样，你的报道才能不失去公正，才能将一些东西真

正报出来。这看起来像是一对矛盾，其实正是这样。  

    在《新不列颠报》，摩根是最高产的一位记者。在一个周的时间里，她每天的稿件平均在

4篇以上，最多的是一天发了7篇稿件，都是当日新闻。这个报社有个大体的规定，每位记者每

天至少要发二篇稿件，而且都是当日新闻。上午，在整个编辑部里，你基本上见不到人，能够

看到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新闻资料人员，一个是新闻编辑部负责接待的。记者的工作节奏

是：第一天离开办公室前，将第二天的采访报道线索发到执行总编辑的个人资料库里，上午出

去采访，中午或下午回到办公室写稿子，一般在晚上8点钟之前能够全部完稿。我们曾随一位

跑政法口的记者采访当地的警察局和法院。一个印象是，这位记者与警察局和法院具有很亲密

的关系。在警察局，她几乎与见到的每一个人打招呼，而且，在警察局里的一个固定的位置

上，放置着当日的重要的新闻线索，她一去就可以取到，也许是专门为其准备的。在法院，她

除了在开庭时旁听外，还进入到法院的档案部门办公室，要一个个案例的更细致的背景材料。

她确实与这两个部门很熟悉。  

    对记者来说，朋友和关系，是一笔真正的新闻资源财富。  

    晚班编辑  

    在《新不列颠报》的新闻编辑室里，我们发现有两件东西是我们常有的：一是当月报纸各

专刊、专版的见报时间安排，贴在编辑室里的一块黑板上。二是每天各版面的情况，包括广告

占用多大版面等。前者，是因为它们的专刊专版并不是完全固定，会有变化，所以一个月与另

一个月可能会不同。后者，是因为广告部门需要在下午下班前将当天的广告占版情况以书面的

形式通知晚班编辑。在这里，晚班编辑有四件事是必须做的：一是编稿，主要编辑记者当天的

稿子、美联社的稿子，还有从其它方面下载的稿子；二是录入，有许多内容是需要晚上录入

的，像一些讣告类广告、结婚类广告等，往往由晚班编辑进行文字录入；三是组版（包括插广

告），这家报纸每天正常出24个版，除了白天提前组好的版外，需要在晚上组版的也在12个版

左右，而整个新闻编辑部只有四位编辑，所以，每天每人组版量应该在三个版左右，所以工作

量应该说是很大的；四是校对。这里并没有专门的校对人员，小样大样的校对，都是由编辑自

己来完成的，一般情况下是谁组哪个版谁就负责校对哪个版。  

    执行总编  

    在《新不列颠报》，因为没有总编辑，执行总编就是最大的“新闻头”。他的工作规律

是，每天下午大约2点钟去办公室，一般第二天凌晨2点签大样印刷然后回家，算起来每天在报

社的时间是12个小时，而且一周七天。当我们第一天去报社，对总编辑也上晚班表示出不理解

时，珍妮女士说：我们是一家很小的报纸，我们的总编辑大事小事都需要亲自做。关于这点有

两个具体的感受：一是在晚上，一版基本上是由这位执行总编来选稿和组版的，他组版技术娴

熟，有时一二版全组；二是有一天，市里选新市长，我去编辑部看他们如何做选举的报道，大

约晚上9点钟，他与我开玩笑，说祝贺我有了一位新市长，然后带上采访本和相机，自己开车

去了市政厅现场采访，第二天在报纸上看到的就是他的报道。因为他基本上没有休息日，一周

七天连轴转，我问过他对这个职业的看法，他说他热爱新闻职业，他很乐于这样做。每天晚上

他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在全部版面都做完后，签大样付印，再开近一个小时的车回家。当然，

第二天又会是这样的一个新的轮回。  

    内容导读  

    美国的报纸，大都有很多的版面，也有不同的版块。为方便读者阅读，报纸对导读的处理

可说是极为细致、也极为有效。报纸的一版，除了主打新闻和图片外，最大的就是导读。导读

 



除涉及主要新闻外，还包括一些普通读者关注的彩票、讣告、气象在哪一个版的指示。二版，

则又往往是大导读，把主要的新闻以提要的方式介绍。除此之外，各个版块又都有着自己版块

的导读，一般放到各个版块的首页上。可以这样说，你想要阅读什么内容，只要看了导读，就

知道在哪个版块里、在哪个版面上；你只要看完了一版、二版及各版块的导读，你对这一天的

整张报纸其实也就有了整体的印象了。  

    导读的制作也是极为讲究的，有横栏的有竖栏的，有宽栏的有窄栏的，有的以图片为主，

有的以文字为主，整个看起来，是报纸首版上的一道“风景”。这样的导读，一是对读者阅读

是一种提示，方便了读者，二是对报纸当天重要的、核心的内容可以进行强调。  

    差错更正  

    在美国，因为报纸都有大量的版面，所以差错也是很普遍的。随之而来的是更正十分常

见。举例来说，像《纽约时报》，这是一份全美、甚至全世界有名的报纸，以做新闻精深细

致、追求完美著称，以“一切适于刊印的新闻”为目标，并将此话印到每天报头边上的显著位

置，在美国也被专业人士称为“最受尊重的媒体”，就是在这样一份报纸上，每天你都可以在

它的二版的中间位置，看到一个更正的栏目，看到一段更正的文字，有时的更正有十几条。这

些差错中，有文字差错、有图片安排上的差错、有文章转版时出现的差错、还有报道所涉及的

地方或人员上出现的差错。不仅二版，有时你还可以在一版上看到一些重要的更正，有时还有

向读者的道歉。布莱尔剽窃事件发生后，报纸就刊发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专门向读者表示道

歉。  

    不仅在《纽约时报》上，在《哈特福德报》、《波士顿环球报》、《洛杉矶时报》等报纸

上，你也可以找到报纸开设的专门用于更正的相对固定的栏目，有的报纸同样占有较大的版

面。在栏目的下面，往往还有“欢迎读者对报纸提出批评、建议以及对错误进行举报”之类的

文字，并列出了相应的电子信箱地址和电话。所以，在美国报界，有一句话很流行：凡是刊登

固定更正栏的报纸，便是最负责的报纸。  

    开放尺度  

    在亲和读者，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方面，报纸也有自己的方法。其中一个方式，是报纸将出

版人、总编辑、总经理及各版块的主编辑的姓名、电话号码、邮箱地址等联系方式，都登到每

天的报纸版面上，便于读者联系。有的还将主要版块的人员组成、联系方式，全部在网站上发

布。为尝试一下，也为了与一些报纸的“头”联系，我按照报纸上刊出的它们的有关人员的电

子信箱，给他们发去了邮件，提出一些问题。这些人员里，有总编辑、发行经理、广告经理、

读者服务中心人员等，结果有三分之一的回了邮件。  

    有些报纸在这方面做得更细。像《新不列颠报》，在每天的本报记者的报道后面，都有一

个小注释，主要内容是告诉读者如何与这位记者联系。也许这样是为了让记者获得更多的新闻

线索，但同时也是密切记者与读者关系的一种有效的方式。  

    同时，有的报纸为让自己的工作人员与读者亲近，还定期组织读者参观报社。   

    读者服务  

    在办好报纸之外，报社都尽可能多地为读者提供各种服务。读者只要发一个电子邮件或寄

一封信去报社，说明自己要哪一天的报纸上的哪一篇文章或报道，报社都会有专人为读者提

供。在《新不列颠报》，负责这项工作的是珍妮女士，她也是这家报纸的新闻资料员。据她介

绍，报社开展这项面向读者的服务已有多年，操作其实并不难，因为报纸存放，不仅每月有纸

质的、报纸原件的合订本，而且有专门的每月一盘的胶片资料。胶片资料由专业的胶片公司制

作（这家报纸选择的是日本柯达公司在纽约的一家公司），像他们这样每天24版规模的报纸，



一个月只需要一盒胶片，大约只有两个烟盒大小，报纸全部的内容都可尽收其中。再配上一个

专门的机器，机器先进行检索，找到读者想要的文章后，可以直接复印下来。当然，这种服务

并不是无偿的，每份复印资料需要支付1美元。  

    在康州中央州立大学的图书馆里，我也曾看过几家报纸的胶片资料，像《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等。图书馆里也配有相应的扫描机，将胶片装进扫描机后，你就可以看到报纸

完整的版面和报道内容。就好像你正在阅读1930年的《纽约时报》或1950年的《华盛顿邮报》

一样。我没去过这两家报社的编辑部，但我相信，他们也会有类似于《新不列颠报》这样的为

读者提供的资料服务。（作者：刘明洋/大众日报政教新闻采编中心主任） 

 

 

文章管理：feiao1982 （共计 252 篇）     

CDDC刊载文章仅为学习研究，转载CDDC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美国报纸

· 美国报纸的集团化管理 (2003-3-18) 

· 美国报纸星期天刊的运作 (2002-8-8) 

· 美国报纸板块及内容设置 (2002-8-3) 

>>更多 

 
╣ 美国报纸的“运作细节” 会员评论[共 0 篇] ╠

 

╣ 我要评论 ╠

会员名：    密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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