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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网络媒体诞生以来，网络新闻就呈现出不同于报纸新闻、广播新闻、电视新闻的独特风貌，

尤其是在价值取向上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新闻传播的历史表明，新闻价值的取向决定着

新闻传播的走向。因此，探讨网络媒体在新闻价值取向发生的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和现实意义。 

什么是新闻价值，它包含哪些构成要素？这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暂且不作具体分

析。如果从价值概念的本来含义出发，从客观存在的外界物与满足人们需要的关系中去理解，

那么我们就可以对新闻价值作如下界定：新闻价值是新闻满足受众认知客观现实变动情况的需

要的属性。按国内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新闻价值通常包括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

趣味性等五要素。 

当然，“五要素”说也并非定论。有学者指出，在新闻价值五要素中，“时新性是一个基本前

提，是一条新闻所必备的素质。因为社会需要的是新的情况、新的信息，没有新，其它四个要

素即便全具备，也不能是新闻。”而“重要性占据首要地位，与人们切身利益有利害关系的新

闻理所当然首先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般而言，一条具备重要性的新闻，也就可能同时具备了显著性与接近性。从这个角度看，显

著与接近是对重要性的一种补充。”在笔者看来，在指出“显著与接近是对重要性的一种补

充”的时候，这位学者已隐约将新闻价值的“五要素”说修改成了“三要素”说。 

的确，接近性、显著性这两项新闻价值要素处于重要性与趣味性之间，有些具体内涵是重要性

的补充，有些具体内涵又属于趣味性的范畴。在接近性中，地理接近性可以说是重要性的补

充，而心理接近性则属于趣味性的范畴。在显著性中，高度知名或十分突出的新闻人物、地

点、事件存在着两种类型，一种是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领域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

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及其活动；一种是体育、文艺、娱乐等领域的名流明星及其活动。前

一种类型的人物及其活动，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往往产生着直接的影响，其显著性可以看成是重

要性的补充；而后一种人物及其活动，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利害关系，仅仅是

与人们的精神情感有着密切的关联，其显著性则成为趣味性范畴中的一种较突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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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新闻价值的五要素可进一步简化为三要素：一曰时新性，二曰重要性，三曰趣味性。包

含接近性与显著性部分内容的重要性，主要是硬新闻的新闻价值；包含了接近性与显著性部分

内容的趣味性，主要体现为软新闻的新闻价值。无论是硬新闻，还是软新闻，时新性都是一个

基本的前提，是所有新闻必备的一种属性，尽管硬新闻和软新闻有不同的时新性要求。 

从新闻价值的三要素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网络媒体在新闻价值取向上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 

对某些新闻价值要素的内涵有所发展 

网络新闻传播对新闻价值要素内涵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对时新性的发展。在新闻传播过程中，

时新性主要是新闻传递的及时性。及时到什么程度，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媒体如报纸、杂志、

广播、电视等，有着不同的要求。但是在发展趋势上，人们对及时性的要求总是越来越高。一

方面，传播科技的发展为新闻的及时传播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媒体竞争的加剧总是迫使新

闻工作者不得不尽最大努力来提高及时性的程度。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的信息传递更为

快捷。其结果，网络新闻在价值取向上把“及时性”发展成为了“实时性”。 

所谓实时性，就是指报道要与正在发生的新闻事实同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新闻传递给受

众，尽早满足受众获知新闻的需要。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了世贸大厦被撞毁的恐怖事

件，各国媒体竞相报道。在事件发生不到10分钟（当地时间8：45左右，恐怖分子劫持的第一

架飞机撞上了世贸大厦北楼，北京时间20：55新浪网报道），新浪网便出现标题为“一架飞机

撞上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文字报道。随着事件的进展，各种图像、文字消息几乎每隔两三分

钟就更新一次。据统计，从当晚北京时间21：08到23：59，新浪网共发布了35条快讯、一条详

讯和其它相关报道46条，其中有图文信息17条，共计92条消息，数十幅图片。 

对于网络新闻的实时性，有学者称之为“全时性”，认为“全时性的概念可以说是发韧于BBC

的倡导。1997年底，在全球网络化的新闻竞争背景下，BBC建成了24小时新闻频道BBC 

News24，除了改善新闻节目质量和加强连续报道及深度报道之外，还特别把时效性的革命作为

其竞争的关键手段，并对时效性下了‘在需要时收看新闻’的定义。这一定义的实践指导特征

在于：1．全天候服务，不分昼夜。2．按需供给。”从作者对“全时性”的解释来看，其实也

就是“实时性”。一般说来，实时性是一个更通行的概念。 

当然，所谓“实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要做到绝对的“实时”，是不太可能的。新闻事件的

发生既有可预知，又有不可预知的。对于预知性新闻事件，网络新闻要做到实时报道是不成问

题的。但对突发性的新闻事件，最先的报道无论怎样快捷也必然滞后于事件的发生。网络媒体

所能做到的，是一旦着手报道某一新闻事件，就可以基本上做到与事件同步，根据需要随时作

出报道。近年来各网站所发布的新闻，在时间上已精确到以分秒计。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新

闻的确可以说是在争分夺秒，“实时”地发布新闻。 

新闻价值取向的侧重点有所变化 

将“及时性”发展成为“实时性”，这是网络新闻对传播过程的时间性要求，还没有涉及到新

闻的选择。从新闻选择的角度说，网络新闻在价值取向上与传统媒体相比具有不同的侧重点，

这在我国也许是更为根本性的变革。 

近代报刊产生以来，中国新闻媒体的主流长期都是作为宣传事业而存在，新闻选择的价值取向

一直是宣传价值主导新闻价值，强调和突出的是硬新闻，软新闻仅仅是作为一种调味品之类的

东西。但是，网络媒体在新闻选择上却对软新闻给予了高度重视，大量发布社会新闻和娱乐新

闻，使整个新闻报道呈现出软化的趋势。 

新华社国际部网络新闻采编主任司久岳曾说，“因为网络媒体具有娱乐性，因此我们增加供稿



量时的着重点是增加娱乐性、社会性的新闻，增加老百姓比较关注的新闻。”国家通讯社的新

闻网站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商业性网站了。 

新浪网全球副总裁、总编辑陈彤曾经指出，“从统计资料来看，除了大事，天大的事情，比如

说法轮功被宣布为非法之类的新闻之外，其实大家真正关注的还是社会性的娱乐性的新闻。王

菲啊之类的访问量是很大的，如果拿总的访问量作一个百分比的话，可能一半以上都是这种新

闻。” 

网络媒体对于软新闻的重视和突出，事实上反映新闻价值取向的变化。正如有文章分析的那

样：“网络时代新闻价值的侧重点也发生了一些转移，由关注信息本身转向关注信息与人的关

系。传统的新闻价值理论认为重要性、显著性等因素比接近性、趣味性、人情味重要，而在网

络时代，当一个读者获得一条新闻后，他关心的可能并不是新闻的内容，而是这条新闻会不会

成为与别人聊天时的谈资，成为与人交流的探路石。因此，接近性、趣味性、人情味等因素在

网上新闻中的价值就相应增大了。” 

按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从新闻价值的三要素实时新性、重要性、趣味性来看，网络媒体对软新

闻的重视和突出，就是对趣味性的侧重。趣味性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包含了许多具体因

素。美国学者庞德在《新闻学概论》一书中认为，能够引起人们兴趣的因素包括：“（一）有

利害关系的；（二）金钱；（三）性；（四）斗争；（五）冲突；（六）英雄的崇拜；（七）

关怀；（八）人情味；（九）影响大规模有组织团体的事件；（十）竞赛；（十一）发明与发

现；（十二）犯罪。” 

国内也有学者把趣味性称为“人情味”，认为“具有人情味的东西是：冒险、冲突、幽默、悲

欢离合、两性、反常、个人利益等等。”形形色色的社会新闻、娱乐新闻，自然主要是具有趣

味性价值的新闻。 

正在形成新的新闻价值判断标准 

从根本上说，所谓新闻价值要素，其实是人们在新闻传播实践中总结归纳出来的衡量新闻事实

或事件有无新闻价值以及价值大小的测量指标。由于认识角度不同，这种归纳自然多种多样。 

尽管“五要素”说较为流行，实际上却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西方新闻理论评析》一书认

为，西方新闻学者“在主要标准的确定上还是相当一致的。其中主要是：影响力、接近性、异

常性、显要性、及时性、冲突性和趣味性等”七项要素。 

实际上，不同的观点随处可见。《全能记者必备》一书就列出了11项要素，即：（一）事物内

在特征：1．冲突（紧张、惊异）；2．发展（胜利、成功）；3．灾害（挫败、毁灭）；4．重

要（对于一定的群体）；5．显著（突出）；6．新奇（异常甚至怪异）；7．人情味（情感背

景）；（二）其它合适条件：8．及时（新鲜，有新意的）；9．接近（地区性吸引力）；

（三）一般的兴趣：10．性；11．动物。 

不少研究者对于新闻价值要素的这种“混乱”感到困惑，也有研究者试图寻求理论归纳的统

一，但至今也没有完全达成共识。除了理论归纳的差异外，新闻价值要素本身也在不断发展、

不断变化，人们对新闻价值要素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随着网络媒体的兴起，一个十分重要的

新闻价值判断标准或者说新闻价值要素已经形成了，这就是实用性。新浪网新闻总监陈彤指

出，“新浪以实用性为其第一价值，这个实用性可能有很多种了。可能给你带来投资，可能给

你带来很大影响，或者确实是国家的重要政策，这些都是实用性。” 

美国新闻学者庞德在《新闻学概论》中曾指出，“伊利诺州立大学广播研究院院长威尔勃·许

兰（现通常译作威尔伯·施拉姆——引者按）根据经验所得，曾作一个假设，其理论为：‘我

 



想一个人之所以选择新闻，目的在于有所收获，这种收获，不外下列两种范围：一为心理学大

师弗洛伊德所谓的寻乐原则，另一种是他所谓的现实原则。也可以称为立即收获和延缓的收

获。’大体上言，立即收获可由犯罪、伤风败俗、意外事件、灾害、运动、娱乐、社会事件、

人类欲等新闻中得到。延缓收获可由公众事业、经济事件、社会问题、科学、教育和卫生等新

闻中获得。” 

对照我们在前面所归纳的新闻价值三要素（即：时新性、重要性、趣味性）来看，“立即收

获”也就是从趣味性强的软新闻中获得当下的情感满足，而“延缓收获”则是从重要性突出的

硬新闻中获得有关信息，从而采取有利的行动，只能在接受新闻传播以后的未来收获现实的利

益。而在延缓收获与立即收获之间有没有一种过渡状态？我们认为，实用性新闻或者说实用性

信息就处在这样一种过渡状态。实用性新闻既不像重要性突出的硬新闻那样关系到国家大事、

人类命运，也不像趣味性强的软新闻只带来当下的情感满足，而是一种可以带来立竿见影的现

实利益的一种信息。比如，股市行情可以给人带来投资，IT动态可以帮助人采用最新的计算机

硬件和软件。 

在网络媒体上，实用性信息已经是越来越多。“美国针对股市的网络新闻量超过政治、社会娱

乐、体育等等。《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财富》、《富比世》等老媒体早已有不断

更新的网址。路透社网、CBS网、Street.com的财经信息颇具及时性和权威性。雅虎财经每秒

将财经消息收信分类列在有关工业及股票报价下，堪称便利。Thomson quotes为美国第一家提

供免费实时股价网址，还提供新闻和曲线。Bloomberg的信誉已逼近《华尔街日报报》，

Morningstar.net介绍分析共同基金已有多年历史。此外，综合及专题投资新闻网站成千上

万”。“网络上针对股市的信息主要特点是：多、快、分类精细。财经新闻以秒为单位的速度

呈现在互联网上。 

有学者指出，在互联网环境下，新闻的概念更加具有应用性和延伸性，包括到我们生活当中更

广延的部分，比如说我们在网上购物，在网上教育，以及在网上社交。至少在概念上，人们现

在把通过网络所获取的日常生活信息，从新闻的有用性方面，把它与硬新闻等价齐观。这样，

新闻就成为包括个人化的、被需要的、有用的所有信息。 

从传播旨趣上说，在互联网环境下的新闻已经有这种泛信息化的趋向。新闻的泛信息化趋向，

不是说新闻这个概念新增加了一些关于信息的外延，而是说新闻找回了原本属于它的完整的信

息意义。最典型的例子是商业信息，大量的个人化的商业信息与用户交互，使我们得到了许多

非常重要的情报，这些情报对于需要者，无论从哪个理由上说，都可被定义为是更为本原意义

上的新闻。 

对于这类实用性新闻信息或泛信息化的新闻，判断它有无新闻价值，有多大的新闻价值，不能

从传统的重要性标准出发，也不能从传统的趣味性标准出发，只能是看它对接受者是否具有以

及具有多少实用性。因此，在网络新闻中，实用性已经成为新的价值标准或价值要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网络新闻价值判断的新标准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这就是：（1）实时

性；（2）重要性；（3）趣味性；（4）实用性。当然，这里的重要性和趣味性都是前面已经

指出过的广义概念，本身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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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专栏：董天策

· 新闻策划对报业运作的重要意义 (2004-12-22) 

· 新闻报道策划的本质及其作用 (2002-4-5) 

· 在竞争与合作中发展网络新闻事业 (2004-4-5) 



· 媒体如何应对商业炒作——从“人造美女”现象谈起 (2004-4-2) 

· 打造“思想的圆桌会议”——《南方都市报》时评版简析 (2003-10-25) 

>>更多 

 相关文章：新闻价值

· 论新闻价值的模糊性 (2006-7-1) 

· 论新闻价值的模糊性 (2006-6-20) 

· 论新闻价值的终极标准 (2006-3-12) 

· 新闻价值的相对性 (2006-2-21) 

· “狗年第一贼”有何新闻价值 (2006-2-22) 

>>更多 

 
╣ 网络媒体新闻价值判断的四大标准 会员评论[共 0 篇] ╠

 

╣ 我要评论 ╠

会员名：    密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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