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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新闻与宣传的差异

[ 作者 ] 陈力丹 

[ 单位 ] 传媒学术网 

[ 摘要 ] “新闻宣传工作”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汇。这是由于我们的许多宣传动员是通过大众传媒传播的，而且我们

现在大众传媒的前身，亦是以宣传为己任的党报党刊。但是从新闻学、宣传学的角度看，新闻与宣传是应该加以区分的两回事。两者经常

被混淆，在于它们都是传播信息的行为；但是它们是不同的社会现象，出发点、表现方式和归宿都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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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宣传工作”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汇。这是由于我们的许多宣传动员是通过大众传媒传播的，而且我们现

在大众传媒的前身，亦是以宣传为己任的党报党刊。但是从新闻学、宣传学的角度看，新闻与宣传是应该加以区分的两回事。两者经常被

混淆，在于它们都是传播信息的行为；但是它们是不同的社会现象，出发点、表现方式和归宿都不相同。新闻是对客观发生的事实的叙

述，而且这个事实必须是新近发生的、具有新闻价值。为了满足受众获知新消息的需要，新闻业得以产生，因而新闻传播的归宿是“受者

晓其事”。宣传是运用各种符号，传播一定的观点以影响和引导人们的态度、控制人们行为的一种社会性传播活动，它的目的是向公众灌

输观点。完成宣传任务，得到满足的是宣传者，宣传行为的归宿是“传者扬其理”。观点的赞同者可能会积极地接受宣传，但是局外的受

众很少会主动接受、喜欢宣传的。从两者的表现方式看，差别也很大。第一，新闻重信息，是为了消除人们对某些情况的不确定性；宣传

重外在的形式符号，某种仪式、某种标志往往被赋以较强烈的意义。第二，新闻必须有新的与众不同的内容，因而是易碎品，最忌讳重复

旧闻；而宣传的要领之一便是重复施教，以便加深被宣传者对某种观点的印象。第三，新闻重事实，没有事实主体的所谓“新闻”不可能

拥有大量读者；而宣传看重的是观点，事实为观点服务，往往为了体现观点而在表达程度、用词造句上反复推敲。第四，新闻重时效，及

时发布的新闻对受众心理上刺激绝对大于过时的旧闻；而宣传看重的是传播某种观点的时机，时效服从于时机的需要。第五，传播新闻的

目的是沟通各方，以便达到信息对称；而宣传观点是要掌握受众的思想，结局是一种新的信息不对称。第六，新闻在报道事实的时候，注

重平衡原则，尽可能照顾到事实的各个方面和角度；宣传从某种观点出发，本能地突出某一方面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另一方面。新闻与宣传

由于都是传播行为，可以相互渗透，有交叉的地方。新闻中可以夹杂宣传的成分，宣传有时也需要以传播新闻的形式达到目的。但是两者

并不等同。我们的党报负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承担着直接指导工作的任务。因而，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新闻

与宣传从形式到内容交织在一起。一条报道事实（通常是缺少新闻价值的工作经验）的消息中，记者需要对事实作出价值评价以引导读

者。时间久了，便养成了习惯性地在报告事实的时候，居高临下地阐述事实的意义，为了强调某些部分而使用较多的副词和形容词。在市

场经济的新环境中，党报的这种报道模式越来越失去读者。不少办报人以为党报太严肃了，其实不然。关键在于，这种模式的“新闻”其

实多数够不上新闻，读者想知道的事情党报上很少，而不想看的套话空话依然很多。改变这种情形的前提是区分新闻与宣传，采用客观语

调叙述新闻；需要阐释观点，可以另辟专栏，发表有特色的评论。一旦在消息中禁除作者的议论和价值判断，新闻自然会丰厚起来，新闻

的“含金量”增多；言论（这是宣传观点的通常方式）安排在专栏内，会逼迫作者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减少套话空话。党报负有宣传党

的方针政策的任务，但是党报也是报纸，即新闻纸（newspaper），没有新闻的党报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必须改革。新闻丰富了，才可能

有读者，读者多了才会有影响力。为了赢得更多的读者，增强宣传效果，党报需要大幅度增加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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