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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现代报纸图片新闻运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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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图文并重，两翼齐飞”的办报理念已被绝大多数报纸的编采人员所接受，但要将这

一理念转化为新闻生产力，在版面上体现出来，还需要报纸运作机制的改革和深化。华商报总

编辑的这篇文章，向我们展示了他们深化改革、构建报纸图片新闻运作体系的思路和做法，值

得报界的老总们一读。 

  全国首届报纸总编辑新闻摄影研讨会上提出“图文并重，两翼齐飞”的办报理念，至今已

有十多年了。各报在新闻摄影队伍建设、运用图片新闻的量与质上，均有很大的长进，使人感

到“读图时代”到来了，这是值得庆贺的。 

  在这十几年中，我从省级机关报的年轻摄影记者、摄影部主任，到担任华商报社总编辑，

深感推行“图文并重，两翼齐飞”困难多多。 

  命题的由来 

  十多年来，我作为一个酷爱新闻摄影的青年，从凭着一腔热血为推行“图文并重，两翼齐

飞”鼓与呼，向总编辑们“争地盘、讨版面”，希望他们重视新闻摄影，直到后来自己做了总

编辑，才发现“重文轻图”的观念，有其根深蒂固的历史根源。经过冷静思索，总算理出了点

头绪，悟出了“重文轻图”不肯轻易进入“历史博物馆”的原因。 

  我是个军人出身的新闻工作者，这里借用军事语言形容中国文字新闻、图片新闻这两

“翼”：文字新闻如同实力雄厚、立体作战的集团军；而图片新闻活似一个单枪匹马、冲锋陷

阵的侦察兵。文字新闻报道，编辑、记者队伍的综合素质较高（这有其历史原因），从新闻的

采访与编辑，稿件的分类与版面的分配，到编辑部的建制、编制、体制、机制，早已形成一个

完整的运作体系，这个体系结构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所调整，但万变不离其“为文字报

道服务”的宗旨。而图片新闻报道，由于长期当配角，摄影记者队伍综合素质偏低（同样有历

史原因），且没有见报的决定权，从建制、编制到体制、机制，均被纳入文字报道的轨道，没

有符合自身业务特点、相对独立的运作体系。这就是图片新闻之“翼”因历史局限而“先天不

足”的弱点。 

  由于图片新闻与文字新闻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图文并重，两翼齐飞”很容易被看作理

论研究而束之高阁。要把理论成果转化成“生产力”，必须从建立和健全运作体系入手。经过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我认为：“图文并重”是个系统工程，推行这个

理念与办报格局，总编辑是关键人物，只有扎扎实实地构建报纸编辑部的图片新闻运作体系，

确立并支撑它和文字新闻的伙伴地位，“两翼齐飞”才有真正实施的基础。 

  体系的构成元素 

  现代报纸编辑部图片新闻运作体系是个什么形象？它的内涵是什么？应由哪些元素构成？

我们在“摸着石头过河”中逐渐从建制、编制、体制和机制入手，初步摸索出适合华商报的一

套做法。 

  体系像大厦，它是立体的、分层次的；体系又像链条，它一环扣一环。我们理念中的图片

新闻运作体系，由摄影记者、图片编辑、摄影部主任（图片中心主任）、图片总监和图片网络

构成。从建制到编制，从管理体制到竞争机制，体现特殊部门总体管理的“因事设人”原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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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职能环节上权力和利益的互相促进与制约。 

  1.文字记者与摄影记者的比例达到5∶1。 

  摄影记者是图片新闻运作体系的支柱或曰主体。上个世纪的前50年，中国除了几个大都市

的几家大报外，一般都没有专职摄影记者。后50年，新中国的报纸开始重视新闻摄影，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摄影记者队伍不断壮大。即便如此，当经济发达国家早已进入“图像时代”的

时候，根据90年代初的抽样调查，当时我国绝大多数中央级大报和省级机关报文字编采人员与

摄影编采人员的比例仅为20∶1到30∶1。 

  如此悬殊的比例，与“读图时代”极不相称。摄影采访是复杂的脑力劳动，绝非有人想象

的“咔嚓”一下完事，要求摄影记者每天拍出许多有新闻价值的照片，是极不现实的。华商报

根据不断扩版的现实，不断扩大摄影记者的数量并注意提高他们的素质。从2000年起，我们每

天出16—40个版，摄影记者也扩编至16名。没有一定的数量，便没有一定的质量。文字记者与

摄影记者达到5∶1的比例，不但保障了几十个版面每天都有照片，不遗漏本省重大新闻，也保

障了头版每天有一幅不小于四栏的大图片，还保障了“能用照片报道的新闻，尽量少用文

字”，以突出华商报“短新闻、大照片、醒目标题”的风格。 

  2.发挥图片编辑“烹饪大师”的作用。 

  图片编辑是图片新闻运作体系的“烹饪大师”。 

  在电视新闻的冲击下，西方传媒早在20世纪70华商报图片新闻版。 

  年代中期就已“图文并重”了，它们的报社、通讯社、图片社均配有专职图片编辑。美国

的一家大报还规定，10年以上的资深记者，才能担任图片编辑。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除了新华社和画报社设专职图片编辑外，各级、各类报纸基本上没有

专职图片编辑。直到现在，有些“重文轻图”者仍然质疑：照片有什么好编的？不就是修改说

明词吗？ 

  1998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新闻摄影学概论》，专门为图片编辑写了一章，归纳其职能

为：一是组织摄影报道，二是策划摄影报道，三是编辑照片稿，四是集纳（综合）摄影专题，

五是发掘与运用资料照片和文字资料，六是对口发稿。 

  《概论》的启迪和事业的发展，促使我们从2001年起设了图片编辑岗位，并在全国范围内

招聘人才。 

  2001年4月，记者浩淼拍了一组台湾老兵骨灰还乡的照片。说的是台湾老兵柯长城先生的

子女依照先父的遗愿，将其骨灰护送回故土陕西咸阳的故事。图片编辑在处理这组稿件时，没

有停留在仅仅剪裁画面、修饰文字说明的层面上，而是将于右任先生生前的绝笔诗《望大陆》

作为报道的醒目肩题，为这组图片新闻增添了光彩。这个例子说明，有没有图片编辑处理图片

新闻是不一样的，将图片新闻做一般处理，还是深挖主题、策划大制作，也是不一样的。现代

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为了把报纸做深、做细、做精，图片编辑“烹饪大师”的角色绝非可有可

无。  

  3.摄影部主任是沟通上下左右的纽带和桥梁。 

  如果说报社是个“特殊企业”，摄影部主任则是生产图片新闻的“部门经理”。他率领图

片编辑、摄影记者和其他相关员工奋力拼搏，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他有权签发图片新闻

稿件，但因任务繁杂，不可能替代图片编辑；他也不可能替代图片总监每天上夜班参与安排图

片新闻见报。 

  4.增设图片总监岗位。 

  图片总监是图片新闻运作体系中的“鉴赏权威”。长期以来，我国报纸摄影记者与夜班编

辑之间，存在供求质量认识上的矛盾。我们的夜班编辑，包括值班总编辑，绝大多数是从事文

字记者或文字编辑工作的，由于他们没有系统地研究过新闻摄影，对形象新闻的基本规律缺乏

了解，挑选照片往往“跟着感觉走”。那种“既然做了总编辑，就能识别照片好坏”的说法，

是经不住推敲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在夜班专门设立了图片总监岗位。  

  图片总监是影响、决定新闻摄影产品命运的一道关口。总编辑授权他在夜班处理一切照

片，拥有决策权。权大责任也大。当然，任何权力都不是绝对的，图片总监须服从值班总编辑

的最后决定；值班总编辑视其为使用图片方面的参谋、顾问，彼此尊重，多沟通，多商量，尽

可能取得共识。  

  担任图片总监的人，不一定出身于摄影记者，但必须懂得新闻摄影的基本规律，能慧眼识

 



珠发现好照片，能紧急处理某些棘手的问题，将拍得好的或不太理想但必须见报的新闻照片，

均能在版面上做恰到好处的展示或安排。 

  5.建立图片网络。 

  构建现代报纸图片新闻运作体系，除了建制、编制、体制和机制外，还需要一个信息资源

管理的网络。 

  我们的“华商新闻图片网站”已于2001年6月开通。它的建立不但使华商报使用图片规

范、快捷，还可以与外界横向交流。 

  此外，我们还订购新华社的4条新闻图片专线，并和几十家城市报纸签订了“新闻资源互

用共享”协议，保证我们随时以图片新闻反映全国、全球的新事、大事。 

  建立竞争机制 

  为了激励图片新闻运作体系生龙活虎般地运转，我们配套建立了相应的竞争机制。 

  获奖奖励制。编委会规定，本报记者作品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奖励8万元，二等奖奖励5万

元，三等奖奖励2万元；获省级新闻奖也有相应奖金。3年来我们的摄影记者总共拿了中国新闻

奖、陕西新闻奖24个，占全报社获奖作品总数的37％。 

  首席记者制。首席记者由评委会投票推荐，任期一年。2001年，我们设了5名首席记者，

其中两名摄影记者以高票入选。 

  社内“图片市场”制。对摄影记者的劳动成果以“按质论价”的交换原则进行考核，并实

行末位淘汰，这一竞争机制大大调动了摄影记者的积极性。突出表现在，哪里有新闻现场，哪

里就有我们的摄影记者。为了创优，记者千方百计将一些“软性新闻”做深做细，变换角度，

寻找新的切入点。青年摄影记者谢海涛应聘来我社才3年，就由一名生手一跃成为首席记者。 

  构建现代报纸图片新闻运作体系，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我们只是向同行介绍一些设想和尝

试，意在抛砖引玉，推进报纸“图文并重，两翼齐飞”的进程。 

  （作者为华商报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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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章：图片新闻

· 强化两个“八字”要求 构建图片新闻运作体系 (2004-5-25) 

· 有效开掘图片的新闻内涵——为版面选一幅好图片 (2003-8-25) 

· 当前图片新闻存在的问题 (2002-3-19) 

· 图片新闻的“五性” (200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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