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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普及与提高相兼及的新闻采访学新编教材。
它讲授了新闻采访所必须具备的基础理论、方法、条件，阐述了当代新闻采访的发展趋向和应变的手
段；其在内容的延伸、学科体系的演进，以及新的理念的开拓方面，均有独到的创见。
本次修订再版，作者增加了许多紧随时代的新内容，如连续性新闻、批评性新闻、热点新闻、深度新
闻和采访等。
　　本书即可供新闻传播学科学生、新闻爱好者系统学习，也可作为新闻媒体人员培训、进修使用的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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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0)网络采访。
　　近几年的实践证明，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工具，既是大众传播工具又是人际交流工具，既
可以发布新闻，也可以用于采集新闻、查阅资料及收集新闻的背景材料等。
譬如，人们可以通过各家网站浏览新闻，也可以通过E-mail与熟人亲友联系交流，甚至可以上BBS与陌
生人就某一话题展开讨论。
　　网络采访相比较传统媒体采访，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一是信息的广泛性；二足采集形式的多
样性；三是新闻采写的即时性；四是信息容量的无限性；五是信息采集过程的交互性等。
　　网络采访的主要形式是：　　直接转载信息。
网上的信息可谓是应有尽有、取之不尽。
我国众多报纸的信息注明是“采自互联网”，我国发行量最大的《参考消息》，则已把网上信息作为
其消息来源的重要渠道之一。
　　组织网络调查。
即把问卷通过网络送到电子公告版上，不仅得到众多受众的关注，更可得到最快速度的反馈，这比传
统的召开座谈会、面对面访问等形式，效果要好得多。
　　通过E-mail交流。
以往受时空的限制，传统媒体的采访方式受到较大局限，所遇障碍也较多。
而通过电子邮件进行采访，记者则可以较顺利地接触到你感兴趣的任何一位客体，包括名　　人直至
国家元首，只要他在因特网上开辟了网页，设立了电子信箱。
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自1996年上网打出自己的电子邮件地址后，网上来信的利用率竟高达10％。
许多传统媒体的记　　者也深有感触，许多有价值的新闻线索都是亲友及时通过E mail传送给他的。
　　查阅收集资料。
因特网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信息海洋，成千上万个数字化图书馆和各种类型的数据库，只需
轻轻按上几个键，便可查阅任何资料。
　　因特网的问世给记者采访提供了莫大的空间和便利，如《北京青年报》的《电脑时代》版专设的
“网上采访”栏目，就不断推出记者采访的成果。
但是，也同时给记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如除了会熟练地使用电脑以外，英语水平要尽
快增强，因为这是网络的主导语言。
另外，必须增强法制观念，遵守与网络相关的法规，不能随心所欲。
再则，网上新闻的权威性与可信度不高，记者在进行网上采访时，更加应该遵循新闻真实性原则。
　　顺便提及，近年来我国已出现网络记者，这是一种新兴的记者种类，即专指为网络媒体采集新闻
、组织报道的专职记者。
曾代表《人民日报》网络版参与澳门回归报道的王淑军、罗华对自己的身份解释为，“我们被称为网
络记者，这个称呼有这样两层意思：我们首先是中国传统媒体的记者，其次我们是在传统媒体兴办的
网站从事新闻编采工作。
我们既脱胎于传统媒体，又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新闻传播活动。
”随着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专门的网络采编队伍将会形成和扩大，届时，网络记者的性质、任务及
其解释必将发生变化。
　　新闻采访从性质上分，具体为下述六种：　　(1)”常驻采访。
　　派驻外地或外国记者的日常采访活动。
这种采访时间长，题材面宽，要求记者具有全局观念，从驻地的实际出发，注意采写既能反映当地实
际又对全局有普遍意义的新闻；要有较强的　　独立社交能力和广博的知识；具有一定的外语水平；
掌握采写各种新闻体裁的技能；同时，要尊重所在国家、地区的风土人情，遵守所在国家、地区的政
策法令。
　　(2)突击采访。
　　在事先无准备的情况下迅速对突发性事件所进行的采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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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采访任务紧迫，事先无法从容准备，全靠记者的经验积累和临场发挥。
具体要求是：记者必须闻风而动，迅速赶赴事　　件现场，要忙而不乱，冷静观察，尽快弄清事件的
起因、性质和相关材料，并有“倚马可待”——立等可取的写作能力。
突发性事件的现场一般要实行严密封锁，不让闲人进出，常常连记者也在被挡驾之列。
此时，记者更要下定决心，调动自己平日建立的一切关系网，使用一切能够使用的手段，最终冲破封
锁，深入现场采集新闻。
　　(3)交叉采访。
　　在同一期限内对两个以上新闻事件交替进行的采访活动。
与单打一的采访形式相比，交叉采访可以省去重复找人和路途往返所费的时间，是一种投入少、收效
高的采访形式。
交叉采访　　须讲究交叉艺术与要求：记者应根据新闻线索统筹安排，利用所在单位或地区的人员、
交通、资料及通讯设备等便利条件，有先有后、有主有次、有条有理地进行交叉采访；记者头脑应冷
静，决定应果断，行动应迅速，反应应敏捷。
　　(4)巡回采访。
　　按照编辑部指示、沿着预定路线进行的采访活动。
一般没有具体、明确的采访对象和报道题目，主要由记者根据编辑部总的报道思想灵活掌握，在巡回
路途中选择若干新闻题材就地采　　访，连续不断地向受众进行系列报道，又称旅行采访。
这种采访活动对记者的采访写作水平要求较高，一般应选派身体素质好的中青年骨干记者承担。
例如，1994年8月至10月间，《新民　　晚报》的中青年记者孙洪康、何建华、强荧、朱国顺用了40天
时间，纵横奔波不下一万里路程，以解放战争期间震撼世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决战和渡江、跨
海等重大战役为历史背景，进行战地重访，共向读者推出30余篇、近5万字的报道，展现了一幅历史与
现实结合、战争与和平交叉、破坏与建设融合的壮丽长卷。
　　　　如前所述，记者发现的新闻并不意味着都能报道，还得靠新闻政策予以判别。
也就是说，某个新闻事实能否值得报道，要看新闻价值与新闻政策的关系如何处理。
新闻价值与新闻政策的具体关系是：新近发生的某个事实能否报道，一要看其是否具有新闻价值，二
要看其是否符合新闻政策，两者兼备，就报道，缺一，就不报道，两者之间应当相辅相成，互为制约
。
例如，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及其侄女戴惠1996年8月25日下午在家中遇害。
此事件甚有新闻价值，也可以马上报道，但当时考虑到社会安定等政治因素的需要，有关新闻单位直
到五天后才披露此消息，这就是处理新闻价值与新闻政策关系的典型一例。
　　分析以往的有些新闻报道，有两种不良倾向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偏重新闻政策，忽略新闻价值。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这种现象几乎泛滥成灾，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毫无新闻价值的“新闻”频频
在媒体“亮相”，有些报纸上的许多头版头条均为这些毫无实在内容、近乎是某个文件或讲话的改头
换面的文章所占据。
从新闻实践考察，一则新闻报道后，即产生两种社会效果，第一效果是受众阅读、收听、收视率的效
果，第二效果是受众阅读、收听、收看后的反映如何。
一般而言，影响和制约第一效果的是新闻价值，影响和制约第二效果的是新闻政策，而第二效果则必
须建立在第一效果的基础之上。
摆不正这两个效果的位置，媒体就成了政府公文的“转发站”。
新闻就成了变相的“公文”，于是就吸引不了受众。
　　二是只求新闻价值，不顾新闻政策。
应当承认，许多事实的新闻价值确实很大，但不符合新闻政策，或因涉及有关机密，或因与全局利益
、政策规定相悖，此时，记者理当忍疼割爱。
如美国原国务卿基辛格第一次来华，为两国首脑的正式会见作预备性谈判，此属特大新闻，但中美都
未发表新闻，因为各自均从自己国家的利益考虑。
同样，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由著名记者波列伏依采写的苏军某坦克部队用大批拖拉机冒充坦克借以欺
敌、以寡胜众的通讯，也因泄漏苏军战斗力薄弱的机密而被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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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过去我国有不少新闻报道，则往往是顾此失彼。
例如，有一篇赞扬“大包干”的新闻，说有个农村妇女李培莲，去世的丈夫虽给她留下6个孩子，“
大的只有十来岁，小的还在吃奶”，但实行包干后，一年起早贪黑地干下来，她和6个孩子不但没有
“成天喝粥”，照样“富得满嘴流油”。
颂扬党的农村现行政策，却不顾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这种做法显然是不足取的。
另据统计，近年来我国在不同渠道的泄密事件中，通过新闻报道而泄密的事件已超过五分之一，已严
重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因此说，新闻价值并不能左右一切，它必须受新闻政策的制约。
　　综上所述，新闻报道应是新闻价值与新闻政策的结晶，失去其中任何一个，都不是合乎要求的新
闻报道。
当新闻价值与新闻政策发生矛盾时，在我国目前的一般情况下，应当服从新闻政策；如果新闻政策有
缺陷，则通过一切可行办法，力促有关部门进行修订。
总之，服从科学，又服从纪律，两者辩证统一。
　　值得补充的是，新闻价值的理论反映的是新闻工作的一般规律，且有相对的稳定性，任何国家皆
可通用，但在选择和判断上却为阶级性所左右。
新闻政策则存在多变性。
因为它受国家　　政治制度和法律的制约，因此，各国的新闻政策皆不同。
同时，即使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新闻政策也因当时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记者只有深切地熟悉和掌握上述各个方面，发现　　新闻才能更为敏锐，判别新闻才能更为准确，敏
感性、洞察力等才能不断增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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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再版前言　　在中国，新闻采访学的创立者当属邵飘萍先生，早在1923年，他就率先出版《实际
应用新闻学》（又名《新闻材料采集法》）专著。
近80年来，国人又相继推出新闻采访学教材或专著百余本，可以说，新闻采访学的学科研究体系已初
步建立，理论框架也已基本建构。
值得自豪的是，中国学者专家对新闻采访学的研究水准举世公认，众多西方新闻传播权威人士均承认
这一　　事实。
　　但是，新闻采访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社会变化了，历史发展了，就需要其作出相应的反
应。
因此，尽管国人前赴后继，几十年持之以恒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新闻采访>>

编辑推荐

　　即可供新闻传播学科学生、新闻爱好者系统学习，也可作为新闻媒体人员培训、进修使用的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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