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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摄影“二次革命”系列报道之六摄影部：在裂变与整合中涅槃 

2004-12-21 

 

 《中国摄影报》讯  如果在新闻摄影圈里至今还把“摄影部”挂在嘴边，肯定会有人说你“老土”———仿佛是一夜

之间的事儿：在全国新闻摄影界长期努力下强化起来的报社摄影部却在两三年内“换了人间”：有的被撤销、合并到

采编部门；有的被改组、整合成为图片部、视觉中心；有的与其他媒体的摄影部被同属的报业集团集合成摄影中心；

还有的则予以变通，改用图片新闻部、摄影工作室等名义继续从事着新闻摄影业务。 

  其实，无论有无“摄影部”之名，无论进行了怎样的改组与整合，摄影在报纸版面上地位的提高与作用的增强都是

勿庸置疑的，以摄影为主体的视觉元素在媒体中的运用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一位对国外大报视觉运作体系颇有

研究的报社老总说，中国的媒体已被全球媒体新浪潮不自觉地拉入了视觉传播时代。当包括插图、制图、图表等在内

的多种视觉元素与新闻照片在版面上争锋又共荣之时，传统的摄影部也得顺应历史潮流，找寻合适的定位与出路。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伴随着新闻照片从活跃版面的插图到天天作为头版主打的地位攀升，摄影部也从编辑部门和美术设计部门独立出

来，在很长一段时间担当着新闻传播的重要任务。新一轮媒体革命对包括摄影在内的视觉传播元素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因而靠新闻照片的单打独斗已显现出其局限性。 

  于是，一些来源于国外媒体的先进经验和操作模式在国内悄悄推开，在大力加强图片编辑力量的同时，加强美术设

计力量，将所有与视觉传播有关的部门整合成为新的视觉中心便成为今年以来媒体改革的新选择。既然报纸的传播要

求每个版面都必须有“视觉中心”，那么设立对版面视觉中心起决定性作用的视觉部门也就成了趋势之一。 

  先是上海的《东方早报》，继而有《南方都市报》、《深圳商报》、《新京报》等跟进，都先后设立了视觉中心和

视觉部等。这样的改革不仅使得加强图片编辑的愿望得以实现，而且将摄影与传统的美术设计（包括版面制作）等视

觉元素再次捆绑在一起。《东方早报》等甚至加入了后期制作部门，严把印刷质量关。 

  传统的摄影部则成为媒体视觉运作体系中的重要部门，如《东方早报》视觉中心下设有图片采集部，新创刊的《重

庆时报》视觉中心也专设了摄影采访部门。传统摄影部在逐步的改革探索中增加的图片编辑功能，则演化为视觉传播

体系中的另一个重要部门———图片编辑部，图片编辑数量从每个报社一两人剧增到七八个人组成一个部门，也是一

项重大的变化。 

撤的压力·并的动力 

  本系列报道第一篇《党报上摊：过河的卒子不后退》刊出后，曾任《南京日报》摄影部主任、现任该报摄影工作室

主任的姚强就曾与记者多次联系，介绍该报撤销摄影部前后的情况。据姚强介绍，《南京日报》摄影记者多数年龄偏

大，新人又无从业经历，过去主动寻找新闻线索者很少，随着该报今年进行改版，向零售市场进军后，摄影是软肋的

现状便显现了出来。目前，摄影部经报社研究已经撤销，他挂名主任的摄影工作室仍承担着部分硬性的采访拍摄任

务。更多的摄影记者被分散到各个采编部门，经过数月实践，该报的销量已名列省会城市党报前茅，摄影记者采访拍

摄的主动性、积极性提高了，记者采访拍摄的线索也多了。惟一遗憾的是，见报的精品图片有些少。 

  引人注意的是，一些效益很好的媒体的摄影部也消失了，虽然见报新闻照片没有更多的精品佳作，但并没有过多影

响其在当地市场的“老大“地位。因而，摄影在媒体市场中能发挥多大作用，还需要业界重新研究，重新认识。还有

个别国内知名媒体因为摄影记者个人能力所限，难以承担独立的采访任务而将摄影部撤销。 

  据《沈阳日报》摄影部主任刘杰敏介绍，根据沈阳日报报业集团的调整，该集团所属五报三刊的摄影部全部取消，

整合成新的图片中心。他在解析调整的原因时说，摄影部按老模式走不下去了。摄影部一直是希望领导重视又害怕重

视，领导不重视好稿上不去也难产生更多好稿，领导重视了图片本身的质量却不能满足要求，这两种情况都不是正常

的。一件突发的社会新闻，便会有20多位当地记者赶到现场拍摄，同属一家报业集团的媒体摄影记者就有好几个，不

仅浪费了新闻资源，采访成本也无形中加大了。因此，成立摄影中心，对队伍和资源进行整合是当务之急。 

  记者了解到，济南日报报业集团等也采取了类似方式对所属媒体摄影部进行合并，目前运作正常。南京日报社曾对

所属几家媒体的摄影部进行过类似调整，但因为各自定位的不同和资源吃紧而最终分开。 



  对图片资源和摄影人力资源进行整合是几乎所有撤并摄影部的报业集团和报社的初衷，这一举措无疑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但在以工作量考核为主的体制下，没有专业的交流与学习，摄影记者都疲于奔命地完成任务，出精品的机率自

然有所降低。有内业人士提出反对目前较为流行的文字记者争拍争发照片，或许正是出于此目的。由此看来，在节约

成本的同时，如何保持摄影的纯粹性和专业性仍值得业界深思。 

编辑为主·跳出摄影 

  随着版面容量和图片刊用量的增大，各媒体本身产生的图片资源已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对图片资源的分级分类管理

使得各摄影部前些年就开始重视图片编辑业务，设立了专职图片总监或图片编辑。从近年来摄影部的撤并与改革看，

更多是从编辑业务的发展变化着眼的。《中国摄影报》记者  大 木 

 说几句 & 看看别人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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