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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电视新闻编辑对新闻的把关，主要在于把好新闻的舆论导向和客观事实上，具体体

现在对文字记者的稿件修改和摄像记者的图像选择的方方面面。 

然而，新时期电视媒体的竞争十分激烈，新闻的传播方式又发生了变化。因此，电视新闻编辑

也应从过去简单的“把关意识”，提高到以受众为经营理念的思路上来，高标准、高质量地编

发新闻。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才能更加有效地发挥“把关者”的作用。所

以，新时期如何重新认识电视新闻编辑的职能，已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摆在我们的面前。 

现在，国内许多电视台实行国际上媒体通用的运作方式——新闻中心领导下的编辑负责制。也

就是说，记者要根据编辑的采编思想和工作意图进行有目的性的采访。在这一机制的驱使下，

电视新闻编辑可以直接分派记者的采访任务，甚至测算记者的绩效，分配其收入。潮州电视台

在记者的分配制度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实行新闻“评分制”，记者的绩效直接与采写的新闻

质量挂钩，即每天由电视台新闻中心组织编辑对记者采写的新闻进行评分，并记入报酬。新闻

采编机制的这种变化，意味着编辑对新闻质量起着评估的重要作用。这种方法方式的变化，既

对奋战在新闻“前沿”记者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也是对新闻“后方”编辑提出了新的挑

战。试想，作为电视新闻编辑如果没有较高的政治觉悟、较强的业务水平和“一碗水”端平的

思想，能给身处第一线的记者给予恰如其分的评分吗？人家会佩服你吗？ 

其次，飞速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又给电视传播媒体带来新的变化，单纯的新闻解说词和简单的

图像资料已不能适应受众对日益发展的社会生活的反映。特别是“现场直播”、“新闻跟

踪”、“新闻述评”这些新闻形式的出现，使“电视新闻”这一概念在新闻的时效性、大众化

和深层化上的特性凸现出来，“正在进行时”和“社会热点追踪”、“社会现象剖析”已成为

电视新闻又一显著的特点。电视屏幕上的形声和新闻发生的事件以及受众与编辑的直接沟通，

都可以借助先进的电子科学技术，提高新闻的传播效果。然而，这也给电视新闻编辑提出近乎

苛刻的要求。它要求电视新闻编辑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在提高文字功夫的同时，还要了解现代

科学技术，熟悉各种传播方法，掌握现代化传媒手段。 

由此可见，电视新闻已经从简单的操作向复杂的制作进展；电视新闻编辑也已由一般的审稿、

改题、编排节目向对新闻采编负总责、系统地驾驭现代化操作程序的全新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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