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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事件性新闻？什么是非事件性新闻？按《新闻学大辞典》的解释，事件性新闻为：“以

一个独立的新闻事件为核心而展开的新闻报道。它十分强调新闻的时效，其新闻价值与生命力

同及时密切相关，要求迅速地反映新闻事件的发生、发展。事件性新闻包括大量的动态消息和

现场特写性新闻等。它要求记者有高度的新闻敏感，闻风而动，尽快准确地把握事件的个性特

征和本质，迅速简明地加以报道。必要时可用连续报道。”非事件性新闻为：“对一段时间内

或若干空间里发生的诸多事实、情况、事件的综合反映，揭示带有分析性、启发性的总体情

况、倾向或经验等，非事件性新闻的特点是点面结合，以点证面，以面为主，反映事物发展变

化中的阶段性、倾向性、经验性或典型性。典型报道、综合消息、经验消息、述评消息等属

之。非事件性新闻的时效要求较为宽松些，但也要尽力找寻和体现新闻根据（由头），善于利

用新闻发布的契机。”  

区别事件性新闻与非事件性新闻，对于新闻写作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们的不同之处可概

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区别之一：点与面 

当你的报道只反映一个点的情况时，或者说一个点足以构成新闻价值时，这就是事件性的。当

一个点不足以构成新闻价值，必须依靠多个点来完成时，按几何学的原理，三个点可构成一个

面，它就是非事件性的综合性报道了。 

事件性新闻与非事件性新闻的根本性区别在于，前者所反映的是一个“点”，后者所反映的是

一个“面”。 

这里所说的“点”与“面”既有时间上的意义，又有空间上的意义。 

从时间上来说，事件性新闻的时间跨度不大，即使是一些时间稍长的连续报道的题材，它的时

间起始和终止都能是可以辨的。而非事件性新闻的时间跨度往往较大，并且大多数情况是，它

的时间起始与终点都不甚明晰，没有截然可分的标志。 

从空间上来说，事件性新闻的空间就是一个点，涉及的范围不大。而非事件性新闻所涉及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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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较广，是对一个大面积的情况的反映。在表现方式上，后者比前者要显得恢宏，概括。 

事件性新闻表现某一个点，按美国新闻学学者李普曼的话来说，是对“一种突出的事实的报

道”。这个事实与别的事实比较，其个性特征非常明显。一只母鸡一天下了三个鸡蛋，这就与

众不同，其意义是独特的。非事件性新闻表现某一个面，是将众多的“点”的共性加以揭示，

从个别中发现一般。后者的“面”的意义，不仅体现在所报道的题材之广上，而且也体现在所

揭示的主题意义所具有的代表性上。 

大多数的非事件性新闻实际上是由多个事件性的“点”构成的。独木不成林，这些“点”往往

单独构不成报道价值，而多个点构成一种现象，一种社会动向时，就有了报道的价值。有一种

特殊情况值得一提；如果某一个点能以一斑窥全豹式地反映“面”，这样的内容也可算非事件

性报道。如毛泽东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表面上看，这是一条事件性新闻，是报道我军又

攻占一城的消息，但仔细琢磨，又不仅如此。它以“占领南阳”这一事实为契机，充分展示了

当时战事的全局。换言之，占领南阳是我军走出的一步棋，由这一步棋，我们再来看全盘战

局。所以这种写法的综合消息，其重心并不在所“借着的题目”上，而在于它所引出的全局性

内容上。这与事件性新闻是不一样的，后者的重心在事实本身。再看下面这篇报道：  

                          京郊出现“科学热” 

      本报讯  在北京农业大学采访 ，有机会看到水稻专家廉平湖教授一个星期的工作记

录，经本人同意，摘录如下： 

      3月21日（星期一）与市农业局水稻顾问团谈水稻高产问题； 

      3月22日（星期二）去海淀区东北旺讲授水稻泡沫塑料育苗技术； 

      3月23日（星期三）到房山县石楼讲水稻育秧，有300个农民听课； 

      3月24日（星期四）应邀赴河北省涿县研究制订如何提高粮食产量的措施；25日晚回

京； 

      3月26日（星期六）上午到朝阳区讲水稻育秧，下午审研究生考卷。 

      廉教授对记者说，不仅我一个人这样。今年以来，京郊各区县纷纷与我们农学系粮食作

物栽培教研组联系，邀请讲授农业技术知识，培训农村科技人员，应用推广新技术，简直踢破

了门坎，使老师们应接不暇，仅3月7日这天上午，就有海淀区永丰公社、朝阳区农科所和西郊

农场三个单位派人派车来校商谈关于技术咨询的事宜。 

      64岁的廉教授说：“解放30多年来，北京郊区从来没有出现 过今年这样学科学、用科

学的热潮。作为我们来说，尽管忙些、累些，但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这篇报道写的是廉教授一个星期的工作记录，标题却标的是“京郊出现‘科学热’”。显然，

后者是这篇报道的主信息。写“工作记录”，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巧妙地借这个窗口来看世

界，看京郊一片。这样的报道，还是综合性报道，同《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是一种写法。 

有些非事件性的报道因为涉及到面太广，只能用抽取采集样本的办法来表现。抽取的样本就是

反映面的情况的诸多的“点”。为了消除样本值与总体值之间的差距，样本通常也是一个较大

的数。报道中往往是将这些点加以概括，消除各个点的个性差异值，取它们的共性平均值。以

此来表现面的情况。如下面这篇报道： 

             

                男人不爱“林妹妹”  女人最爱“猪八戒”（引）  

                             就 有 此 理？（主） 

      一项颇有趣味性的网上调查显示，现代人的择偶观日趋现实。在以男性为对象的调查

中，有5600多票首选温文尔雅、善解人意的薛宝钗为妻。相反，“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只得

了5票；在98位参与调查的女性中，有74人首选猪八戒为“最爱”，而那个“72变”的孙悟空

只得10票，唐僧则一无所获。 



      不爱林妹妹的理由很简单，太难侍候。身体不好，心气又高，加上敏感多疑，捧在手里

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左右不是。现代社会人人面临激烈竞争，在外面承受巨大的心理压

力，回家再面对一个这样的太太，岂不是自找苦吃？宝姐姐多好，懂人情世故，肯妥协忍耐，

八面玲珑，善解人意，关键时刻用一招“夫人外交”，她一准能行。 

      最爱猪八戒，看似不可理解，可细想之下，百无一用的唐僧、不解风情的孙悟空、榆木

疙瘩似的沙和尚，还真不如能干、顾家、懂生活、会享受、常健忘、不生气的猪八戒，虽然长

得丑，可是很温柔；虽然有点油嘴滑舌，有点贪图实惠，还有点花花心肠，可是讨人喜欢，只

要调教得当，不失为理想男人。 

    

这是对面上的情况的大规模综合，抽取的样本构成的一个面，与现实生活中的“面”大致对

应。 

区别之二：速变与渐变 

新闻提供的是事物变动的相关信息。 

关于事物的变化，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处在变化之中。没有绝对静止之

物。但事物变化的情况是不同的，按其变动的幅度，可分为速变型和渐变型两种。速变型的内

容一般都是事件性的，渐变型的内容则是非事件性的。 

速变型的内容很明显，发生变动的时间大都不长。特别是其中以突变形式出现的事实，其变动

的状况更是强烈，往往是在某一个瞬间即完成。速变性的内容，西方称之为“纯新闻”。如果

是时间延伸得长一点的题材，其点的移动轨迹清晰可寻。这样的内容可作分段报道或连续报

道。其题材性强，有头有尾。 

非事件性的内容，因为是一种面上的大面积变动，往往不以突变和速变的形态出现。并且，从

何时开始发生变化，到何时变化结束，都不是那么清晰可把握的。一些纵向性的综合新闻，内

容涉及的时间跨度大，记者将漫长的渐变加以浓缩，以若干个体现变动的关节点来展示渐变轨

迹。如范敬宜在1995年庆祝国庆前夕所写的一篇体现“变”的报道《过去统计“有”  现在统

计“无”》： 

8月24日，记者在报社与来自辽西贫困山区的建昌县委宣传部长王佑民相遇，随便问起现在全

县农村拥有多少台电视机，不料，回答竟是：“你这个问题的提法过时了！” 

“现在的统计方法改变了。”王佑民说：“过去是统计‘有’电视机的占多少，现在是统计

‘没有’电视机的占多少。” 

统计方法的改变，是因为电视机在这个穷县的农村已经基本普及，没有电视机的农户反而成了

极少数，统计没有的户反而容易了。 

据王佑民事后统计的数字，1984年，全县有电视机的农户只有4560户，占⒊8%；现在倒过来

了，有电视机的人家已达到1⒉28万户，无电视机的农户只剩⒏7%。 

记者后来通过长途电话询问王佑民，全县最偏僻贫瘠的二道湾子乡情况如何，因为记者当年曾

在那里生活过。这位宣传部长很负责地派专人到那里逐户统计，然后打电话报告结果：无电视

机的农户只剩10%。 

记者放下电话，百感交集。80年代初，这个乡农民不但不敢想象有电视机，连一台最简单的半

导体收音机也没有。当年一位生产队长的儿子进城，上午一早来到亲戚家，第一次看到半导体

收音机很希罕，等亲戚下午下班回来，看到他还捧着半导体收音机盘腿坐在炕上听得入神，把

要办的事都忘了。 



这篇报道将相隔11年的两个点摆在一起，二者之间落差很大，虽是渐变过程，却看得很分明

了。 

这类报道，对比是必用的手法，没有这种反差较大的对比，就够不成变化。如《从邮局看变

化》，就是将以前过年邮局职工忙于分拣副食品包裹，与“今年”忙于收订报刊这二者对比着

写，由此来“看变化”。 

这类报道的写作关键是要能找到可供对比的另一个点。一些新手之所以写不了这类报道，问题

往往也就在于斯。因为他感受不到这种渐变，他只见现在的一点，心中没有可参照的另一点。

如范敬宜写《两家子公社夜无电话声，早无堵门人》，记者夜宿两家子公社秘书办公室，夜间

睡了一个安稳觉。如果换上一个新手，极有可能当成平常事一桩，从何处可见变化？原来，农

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农村基层干部开展工作靠电话发号施令，一味追求表面形式，下生

产指标，追生产进度的电话铃声经常是没日没夜地响个不停；一大早，农民就因争贷款、领救

济粮或民事纠纷前来告状要求排解。现在能睡安稳觉，这当然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方针政策给农村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 

开拓性新闻所报道的内容，更是人们生活中发生的微妙的变化。有些特别是观念上的。这种微

妙的、内心深处的变化，是由外部世界的渐变长期培养起来的。同样也要靠对比才能感受到变

动。 

区别之三：实与虚 

事件性新闻是实，非事件新闻是虚。这里所说的实与虚，有多重含义。 

从报道题材来说，事件性新闻是以实实在在的某一题材来支撑报道的主信息。事实中的功能性

要素——何时、何地、何人，一个都不能虚。以确保其实有性。缺之，则令人生疑。如有条报

道《流弹让少女受孕》称：美国俄亥俄州一名未婚少女中流弹后竟然受孕，于不久前生下一名

6磅重的女婴。流弹何以让少女受孕呢？报道说，原因是子弹首先穿过一名男兵的睾丸，然后

才进入少女的下腹的。 这篇奇闻，令人置疑的地方在于，地点过于笼统，俄亥俄州范围那么

大，“准确的地址”在哪儿？时间也不确定，“不久前”不够具体。人物也不确定，只说是

“一名少女”，范围太广，等于没有限定。三个功能性要素都虚，事实何以令人相信？ 

而非事件性新闻则不然。报道中的某一个事实，不一定要提供所有的功能性要素，或者说，对

事实的功能性要素的要求相对来说要松一些。在非事件性新闻中，新闻六要素中的时间、地点

因素并不具备特别重要的意义。新闻的“新”，更多地体现在内容是否新鲜和是否具有新意

上。请看消息《周恩来总理逝世  北京沉浸在悲痛之中》： 

      法新社北京1976年1月9日电  北京电台于今日清晨当地时间5时宣布周恩来总理逝世的

消息，但是，大部分中国人还不知道他们的总理已经逝世。 

      当新华社的电传打字机于当地时间4时过一点儿发出这条消息时，中国几乎所有的街道

都没有行人。 

      在法新社所在的那所大楼里，当记者把消息告诉开电梯的姑娘时，她顿时放声痛哭。 

      在对一位中国口译人员表示慰问时，他眼中含着泪，嘴唇颤抖地说：“我们没有料到。

我们非常爱戴他。他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 

      中国人民对周恩来极其爱戴，这样说并不夸张，他们感到与周恩来非常接近。 

      预计全中国都将表现出巨大的悲痛，就像今天清晨听到这个悲伤消息的那位中国少女所

表现出的那样。 

这是一篇综合性的消息，报道中出现的几个事实：开电梯的中国少女痛哭、中国口译人员失声

等，其功能性要素都不够确切具体，但从他们身上可见中国人民对周恩来逝世表现出的悲痛之

 



情。 

开拓性新闻的题材更“虚”。开拓性新闻不是就现成的新闻事实写出来的报道，而是经过抽样

检测、数据分析等社会测量的手段，主动地将一些处于较深层次的、人们无法直观到的社会内

容经过“显形处理”后写出的报道。按客观主义的报道原则，“只有外显的才是客观”，才能

成为报道对象，而开拓性新闻则以西方“精确新闻学”的理念为依据，淡化事物的个体特征，

将大量个体的某一方面的具体内容，抽象为一般性的东西，以数据的形式高度概括地表现出

来。 

从报道的主信息的性质来看，事件性新闻的信息以实为主，非事件性新闻的信息以虚为主。按

喻国明先生的说法，报道中的单元新闻信息既可以是事实的，也可以是情感、道理、意境等较

抽象的内容。 我将前者称为“实信息”，后者称为“虚信息”。这个“虚”不是虚无，而是

一种思想、一种观点。以往划分的经验新闻、述评新闻、综合新闻均具有这种性质。所以，实

信息与虚信息正好对应了事件性新闻与非事件性新闻中主信息的特征。 

支撑事件性新闻主信息的，是一个完整的新闻事实。这个事实本身就是报道的主信息。而非事

件性新闻的主信息，总是一个超越具体题材的主题性的信息。经验新闻、述评新闻、综合新闻

都是如此。如经验新闻，它报道的经验越是能超出行业局限，就越具有普遍意义，从而也就越

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因而也就越具指导性。非事件性新闻要求“以点证面”，实际上就是以

实证虚：或“以大量事实阐述经验”；或从具体事实入手，就事论理；或围绕某一主题来组织

材料——综合新闻又被称为“组织性新闻”，说的就是主题性信息在报道中的中心地位与核心

作用。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事件性新闻集中体现了客观主义报道的理念和准则。它以反映事实为

宗旨，记者不应对事实作出主观评价。这样，它所传递的主信息以“实”为主就不足为怪了。

非事件性新闻对记者的主观能动性的限制要小得多，在采集事实上既可以围绕某一主题来选取

和组织材料，也可以去开拓深层次的材料。这些，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西方新闻流派中“新新

闻主义”、“精确新闻学”、“调查新闻学”等学派的理念。而这些流派恰恰都是对客观主义

过于强调报道的“实”所作的修正。所以，它的“虚”的特性也就好理解了。 

事件性新闻与非事件性新闻的种种区别，决定了二者在采写上的不同。反过来说，掌握了二者

在写作上的不同，有利于在报道中把握好这两类题材的本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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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专栏：郭光华

· 论传媒组织对新闻选择的影响 (2007-2-6) 

· 民生新闻两问:名实不符形态何以高收视 (2007-1-20) 

· 重新认识新闻教育对新闻实践的指导意义 (2007-1-18) 

· 民生新闻是非论 (2007-1-10) 

· 媒体"订单式"培养方式给新闻教育的启示 (2007-1-10) 

>>更多 

 相关文章：报道

· 发展报道蓬勃发展 (2007-10-1) 

· 典型报道的传播效果与新闻审美 (2007-7-29) 

· 《朝鲜日报》对弗大枪案的报道策略分析 (2007-7-18) 

· 帮报道员擎起成才天空 (2007-7-18) 

· 典型报道的“骨”“血”“肉” (2007-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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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性新闻与非事件性新闻差异比较 会员评论[共 0 篇] ╠

 

╣ 我要评论 ╠

会员名：    密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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