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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稿与改稿应注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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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编辑第一件事便是选稿与改稿。没有好的稿子，编辑工作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要编入

的稿件，编辑者第一事便是选择，从众多的稿件中采取那些质量较高，符合编辑意图的稿件奉

送给读者。对一些有修改价值的稿件，编辑有责任对它作必要的修正。 

[选稿是一次重要的“把关”行为] 

  稿件为何要加以选择？原因是多方面。我们举一家报社的情况为例： 

  首先，我国报纸的稿源大体有三种：第一种是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的通稿，它们都经过了审

查加工，质量较高。新华社同报社有固定的供稿关系。第二种是本报记者采写的稿件，这类稿

件大都能适应本报的要求，能紧密围绕本报的报道计划。第三种是外稿，包括通讯员和其他作

者提供的稿件。这类稿件良莠不齐，有些质量较高，但也有些是不符合要求，不能见报发表

的。对不同稿源的稿件，要作不同的分析，不能不加选择地采用。即使是新华社的稿件，也要

考虑其适应性。毛泽东在对晋绥《抗战日报》的指示中早就提出过：“对外地与国际消息，应

加以改造。对新华社的文章不能全登，有的应发摘要，有些应印成小册子。不能给新华社办

报，而是给晋绥边区人民办报，根据当地群众的需要，否则便是脱离群众，丢掉地方性的指导

意义。”这其中所包含的思想，今天仍然值得重视。 

  其次，报社有自身的办报特点，在具体任务和服务对象上都有不同的侧重点。所以，对新

闻稿件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要求也各有不同。报社要选择那些最能体现本报特点的内容，以满足

它的特定的阅读对象。如《中国少年报》与《中国青年报》，它们的阅读对象年龄层次不一

样，在稿件选择时，就得考虑各自的需求特点。 

  最后，报纸承担着舆论宣传的作用，通过新闻报道去引导舆论。所以，在选稿用稿时，要

注意稿件舆论导向的正确性。报纸不能有闻必录，特别不能因自己的报道给社会造成负面效

应。江泽民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曾说过，“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

是党和人民之祸”。所以，报纸在登什么稿这个问题上，应严格把关。 

  西方新闻传播理论对编辑人员选稿的意义也相当重视。他们把这一工作称为“把关”，并

据此称编辑人员为“把关人”。这一概念最初来自美国的传播学家卢因。他将编辑的选稿行为

比作家庭主妇上超市采购商品，买什么不买什么，完全由其把关控制。另一位学者怀特据此还

作了一个实验。他请一位美国地方报纸编辑合作，以一个星期为限，让他把这一周内报社收到

的所有电讯稿全部保留下来，同时又将报纸在这一周内所选用的电讯稿统计出来。结果表明，

这位编辑一周内共收到11,910条电讯稿，而他从中选用的不过1297条，大约只占1/10,其余的

9/10都被把关过程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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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学者还对“把关人”选择稿件的标准作了深入研究，发现选什么不选什么都有着深刻

的社会历史原因，并非个人的爱好。  

[改稿不仅仅是文字上的修改]  

  对于稿件的修改，既要考虑稿件的大处，也要注意其小处。所以，大至稿件的思想政治观

点，基本事实，小至词语、标点符号，都属于稿件修改的范围。概括来说，编辑修改稿件的主

要原则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正稿件在政治、思想方面的不当之处，使之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符合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努力以正确的舆论去引导人。同时，还要注意社会效果，避免稿件中一些不适当

的提法和描写可能引起的负面效应。比如，有关刑事案件的报道，对作案手段、犯罪细节等，

就不宜作过细的描述。 

  第二，订正稿件中的事实。新闻报道中的所有事实，都必须完全真实、准确，符合客观实

际。对来稿所涉及的事实和数据要认真查对、核实，做到真实、准确、清楚。80年代初，我国

一些报刊曾刊登了一篇题为《一年不进食 度日靠饮水》的报道。文中写江阴县西郊向璜塘村

有位女青年韩萍娟，“已有一年零三不月不吃一点食物和其他副食品，专靠饮凉水度日。”经

核实，材料中的一些数据与实际差距很大。韩虽极少进米食，但常吃一些自做的馒头及面包、

饼干、山桃酥、花生米等物。报道还说韩“每天要喝六七暖水瓶的水”，但实际上一天最多喝

二三暖瓶水。这条报道因为未对事实与数据认真订正，结果成了假新闻。 

  第三，对稿件作文字上的修改。文字上的修改，大至内容的表达是否层次清楚、结构合

理，小至遣词造句是否准确得当。如《中国文化报》1990年4月25日消息《车祸发生在双山子

镇》中有句这样的话：“当双山子镇党委负责人把这笔钱送到遇难者手里时，他们忍不住抱在

一起痛苦失声。”实际上双山子镇车祸发生后只遇到危险，并无人员死亡，“遇难”应是“遇

险”。这一点从上下文中也可看出，不可能把钱送到死者手中并与之相抱痛哭。编辑如果在改

稿时细心留意，就不会这样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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