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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在美中关系委员会的安排下，笔者之一在华盛顿的美国外交部访问。当谈到中国的

新闻时，一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脱口而出地把它概括为“Leader＇s news”（领导人的新

闻）。他的看法虽然片面，但我国新闻给他人留下“领导人新闻”的印象，其中新闻报道中有

大量会议报道是一个重要原因。“台上台下，布标高挂，群众鼓掌，领导讲话”，这是一般受

众对电视会议新闻的印象。长期以来，会议报道充斥新闻媒体，过多过滥，成为一个一直没能

很好解决的问题。由于电视媒体的特殊性，电视新闻中的“会海”，比之报纸上的“会海”更

为严重，更引人注目。以改革会议报道为突破口，深化电视新闻改革，将是我国电视媒体直面

入世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步骤和发展机遇。 

一、会议报道：新闻改革中的突破口 

党中央把2002年确定为转变工作作风年和调查研究年，精简会议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2001年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中要求全党改进领导方式和工

作方法，“下决心精简会议和文件”。《决定》进一步制定具体方法，“改进会议和领导活动

的新闻报道”。今年年初，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提出精简

会议和文件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把进一步精简会议和文件，作为全面实践“三个代

表”要求，认真落实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一个突出问题来抓。无疑，这是加强党风建设

的一个重要举措。从新闻工作的角度看，这对改进会议报道和提高新闻质量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和政治保证。 

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媒体通过对会议的报道，及时将党的理

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等信息传递给社会各界十分必要。在学习实践“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新闻媒体起着十分重要的传播作用。上海社会科学院最近的一项关

于“三个代表”的社会认知状况的调查显示，60％的受访者是通过新闻媒体了解到“三个代

表”这一重要的思想论述的（占所有其他渠道的首位）。 

强调按新闻规律改进会议报道，并不是动摇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相反，只有充分发挥新闻媒

体的作用，才能更有效地做好党与人民联系的桥梁，为受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社会资讯。新闻媒

体只有按照新闻规律办事，从自身的特性和受众的需求出发，运用新闻的专业手段，创造性

地、活泼生动地进行宣传贯彻，才能发挥正确舆论导向的作用。违背新闻规律，新闻媒体就会

失去受众，舆论导向就只能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二、频道专业化：会议报道改革的契机 

2002年1月，上海成立了集广播、电视、网络、报刊于一体的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集团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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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11个专业化频道同时开播，此举堪称上海电视业向专业化制改革迈进的重要里程碑。其中

上视新闻综合频道和东视新闻娱乐频道同属于综合类频道，都保留了每日晚间6：30～7：00的

综合新闻节目。过去，由于种种原因，上视与东视的新闻重复率较高，“克隆”现象突出，其

中会议报道重复现象尤其严重。上海实行频道专业化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求并鼓励各频道节目

之间开展错位竞争、差别竞争，以适应受众市场的细分化、分众化的发展。因此，集团领导明

确要求“上视《新闻报道》与东视《东视新闻》展开错位竞争，做出自己的特色”。这种具有

观众意识、市场意识的竞争才是良性的竞争，是在认真把握观众需求的基础上，对现有资源的

合理整合。对于一般性的工作会议，上视新闻综合频道采访报道了，东视新闻娱乐频道就可以

不报或者发简要新闻，从而腾出版面和力量去报道其他新闻；而即使对于同一个会议的采访，

也鼓励两台记者以不同的角度去报道，挖掘出更多的信息；遇到重大活动，东视可采用上视或

中央台的消息。可见，频道专业化为错位竞争创造了条件，提供了“错位空间”，拥有了这一

宝贵空间，《东视新闻》就有可能大胆地精简、改革会议报道。 

从今年1月份频道专业化改版后，东视新闻娱乐频道的《东视新闻》2002年1月1日～3月1日累

计播发各类会议新闻219条，比上年同期的252条减少了33条。根据AC尼尔森公司提供的调查数

据，今年第一季度晚间6：00～6：15月平均收视率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2个百分点。会议

新闻的改革及其条数减少，使版面更加活泼了，收视率得到了明显提高。虽然收视率的提高与

会议新闻的减少未必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但明显具有相关性。这说明东视精简会议报道后，新

闻版面的信息量增大，受到了观众的欢迎。不少观众来电反映，《东视新闻》改版后，新闻变

“活”了，变得“有看头了”，而且“能够从会议新闻中获知新的东西”；同时，错位竞争效

应也得到充分发挥，随机调查结果显示，观众普遍认为“两个电视台的新闻各有特色”。 

三、避免程式化：会议新闻质量之所倚 

要想改革会议报道，首先必须明确究竟什么才是会议新闻，了解会议的新闻价值到底在哪里。

事实上，程式化的会议动态与有价值的会议新闻并不是一回事。前者的着眼点是会议，报道重

心是会议本身，体现的是会议举办者“指导工作”的主观意图；后者的着眼点是新闻，报道重

心是会议透露的新鲜信息，满足受众的需求。弄清这个区别很重要。它提醒新闻工作者：要时

刻牢记自己的职责，把握新闻的规律。同时也告诉新闻工作者：受众头疼的其实是枯燥的程式

化的会议动态，而不是鲜活的有价值的会议新闻。对后者，他们是欢迎的，是有接受和了解的

需要的。所以，会议报道改革的指导思想，首先就是要减少程式化报道，增加会议新闻的“含

金量”，变“会议动态”为会议新闻，使其成为真正的新闻。 

我们认为，在电视媒体领域，要变“会议动态”为会议新闻，需要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改革： 

1.突破禁区，按新闻规律来编排新闻。 

同报纸的排版一样，电视新闻的编排是一种“新闻的艺术”，它是无声的语言，告诉人们媒体

对新闻内涵的理解，并深刻反映着这个新闻媒体的理念与智能。现在电视新闻编辑编排新闻，

往往是以出席会议领导的级别高低来编排前后次序。但如果按新闻规律来办事，就应该按照会

议的重要性、会议召开的时间、内容及其与受众的贴近性来编排会议新闻。 

《东视新闻》在改版方针中明确提出：“以活动和会议的内容重要性和新闻性作为处理版面编

排先后、稿件篇幅大小的首要原则。参加活动和会议的领导同志职位高低仅作为会议是否重要

的参考原则。”“对各部门、地区、条块召开的会议和活动，以实质性内容作为编排先后和篇

幅大小的取舍原则。”例如，2002年4月15日，国航一班机在韩国失事，百余人遇难，这无疑

是一条重大新闻，然而当天，上海召开全市精神文明表彰大会，这也是一条十分重要的会议新

闻。权衡再三，《东视新闻》采取“双头条”的做法，将“国航飞机遇难”作为第一条消息，

然后报道精神文明大会，随后再花大量版面深度报道空难事件，这种编排方式，既遵循新闻规

律，向受众提供最有价值的信息，又符合宣传政策，使版面顾全大局。 

 



对于会议新闻所在的版面位置和时间长短问题，《东视新闻》改版后，将一些部门、地区和条

块会议放在一组“简要新闻”板块中，约1分半钟的简要新闻可播出至少5条会议讯息，而过去

这类报道每条至少需要30～40秒，播放完则要占去约4～5分钟，几近1／5的版面。这样，“节

约”下来的3分多钟用来播放其他新闻，整个版面的信息量明显增加。 

2．用好会议公用信号，注重发挥编辑作用。 

信息资源共享是网络时代的特征，当代新闻媒体也正在逐步建立资源共享的理念。过去，媒体

通常所说的独家新闻，是指“我有你无”的讯息，如今，随着现代信息网络的快速发展，电视

新闻报道的模式也面临新的挑战。重大事件特别是重大国际性会议的直播，一般都会向电视媒

体提供符合国际技术标准，不带制作台台标、呼号，配有现场声音的电视公用信号。近两年，

就连通过全球网络报道第一手国际事件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也在大幅减少前线报

道的人员，而充分利用电视公用信号、通讯社和网络信息的内容及其他高科技手段来制作新

闻。CNN总部简明新闻（CNN Headline News）制作人斯蒂夫·米凯德说：“十年以前，记者接

受到国外某现场的采访任务，几乎是家常便饭，现在若派你去一次华盛顿，都似乎成为稀罕事

了。”因此，目前媒体所面临的最大竞争，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我有你无”的竞争，而是在

可接触到的信息素材基本相同的情况下，看谁能用好、用足公用信号的竞争，独家新闻的涵义

在这里引申为“新闻切入点我强你弱”的信息。对公用信号的选择角度，反映了记者、编辑的

指导思想，也反映了媒体自身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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