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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新闻网站制胜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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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需要新闻，但更需要对新闻的观点。新闻评论正是体现观点的重要形式。新闻告诉人

们“是什么”，而评论则告诉人们“为什么”。只有重视并搞好新闻评论，新闻网站方能在竞

争中求发展，在受众的心目中占据一席之地。那么，新闻网站在发展网上新闻评论时应该遵循

何种规律、注意哪些问题呢？ 

  ●评论需要彰显个性 

  如果说新闻反映了新闻网站的“共性”，评论则展示了新闻网站的“个性”。有个性的人

往往受人注目，有个性的新闻网站也是如此。如果说新闻因事实的唯一性而缺乏特色的话，评

论则能够以对同一事实的不同看法来吸引眼球。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网站首先必须拥有自己

的专业评论队伍，为受众提供独家原创的评论产品。 

  随着近两年的发展，人民网、新华网、国际在线等新闻网站纷纷依托其所属传统媒体的实

力优势，通过改版、创新等方式，加大了专业新闻评论的力度。如国际在线针对国内问题的

《直言不讳》、《观点交锋》和针对国际问题的《特别关注》、《背景透视》，人民网的《人

民时评》，新华网的《新华时评》、《第一反应》等评论类栏目，都为受众提供了大量各具特

色的专业评论产品。事实证明，这些栏目的推出显著提升了新闻网站的影响力。 

  ●评论需要整合精品 

  所谓整合，绝不是将别人的评论版文章通篇拿来在自己的网站上照贴一份，这样无疑又回

到了网上新闻那种“千文一面”的老路上。真正的整合是指对各网站上的评论产品“去粗取

精”，筛选出那些有特色、有价值、能为本站栏目增光添彩的好货色为己所用，达到“一加一

大于二”的信息增值效果。 

  在新闻评论方面整合精品，一种典型的做法是将各网站上有内在联系或相似内容的文章纳

入本网站为某一重大新闻事件或热点问题特设的专题总汇中。如“奥运专题”、“反恐专题”

等；另一类典型的做法是在本网站已有就某一新闻事件发表的评论的基础上，将其他网站上观

点或视角不同且又言之有物的同一事件评论拿来并用。比如在预测萨达姆的未来命运时，Ａ网

站的评论是“萨达姆很可能面临死刑”，而Ｂ网站的评论是“萨达姆未必有性命之忧”，两篇

文章都评得有理有力，在这种情况下，两家网站就可以相互把对方的文章整合进自己的栏目

中。 

  ●评论需要网友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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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最大的优势在于它强大的实时交互功能，这种实时交互式的对

新闻事件的多向评说也不啻为一股活跃评论气氛、融会各方观点的新鲜血液。由于摆脱了被动

接受的束缚，加之网络没有传统媒体的版面、时段限制，网友对某个新闻事件有什么看法尽可

以通过手中的键盘和鼠标一吐为快。以前，如果受众想就某一新闻事件发表看法，必须将文章

化为书面文字，跑到邮局或是直接前往电视台、电台、报社，以真实身份投稿，传统媒体还不

一定会采用。而现在，网民只需一个昵称、就可在网络天地里畅所欲言。虽然发表的言论在这

种不受控制的环境下有时会失于庸俗、偏颇甚至反动，但另一方面，它们又往往是网友有感而

发的精辟之语，而且随着网友与网站编辑、网友与网友之间的互动不断“升级”，这种精辟之

语还可能越来越多。所以，只要网站管理者做好必要的把关，“从善如流”的利绝对会大于

弊。 

  正因为如此，各个新闻网站现在都引入了网友评论类的互动式新闻评论品种。反过来，有

广大网友参与的网上评论也成为了各大新闻网站谋求发展的一个主要增长点。在这方面，人民

网的《网友说话》、《精彩贴文》，国际在线的《网评如潮》，新华网的《网友热评》、《边

看边议》等栏目都做得比较成功。 

  ●评论需要平民风格 

  既然要吸引网友在线阅读并积极参与，网上新闻评论就必须让自己有一张“平民的脸”。

相比传统媒体，新闻网站的评论栏目因其所属媒体的时尚性、大众性、互动性，更应力避居高

临下、冰冷刻板的教师爷面孔和语气，尽量将内容严肃的新闻评论以更具亲和力的形式对受众

娓娓道来。道理很简单，一个正确的观点只有先做到吸引人，才有可能影响人。 

  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三贴近”的原则，为新闻网站评论栏目的平民化发

展方向提供了科学、有力的理论指引。做大做强网上新闻评论就是要本着贴近实际、贴近群

众、贴近生活的原则，把“硬”题材做“软”。要实现“硬”题材的“软”化，网上评论必须

在文章的标题和内容上齐下功夫，兼顾严肃性和趣味性、逻辑性和随意性、书面性和口语性、

专业性和社会性，进而达到可读可思、雅俗共赏的目的。 

  制作新闻评论时，在不影响文章基调、不会引起歧义的前提下，不妨有意识地使用一些网

友喜闻乐见、有一定文化品味的时尚语、俚语甚或流行歌词。以标题为例，今年６月28日，美

国占领当局向伊拉克临时政府交权，美驻伊最高文职行政长官布雷默结束使命，卸职回国。当

时的背景是：布雷默管理伊拉克一年以来，当地仍旧乱象丛生，此君心有不甘，离情黯然。在

评论这一事件时，一家网站的标题是“壮志未酬布雷默黯然离去”，而另一家网站的标题是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美国‘总督’挥别伊拉克”。虽然两个标题异曲同工，但在意境

上，后者显然略胜一筹。 

  ●评论需要摒弃炒作 

  当然，有了时尚性、互动性、趣味性、随意性，并不意味着网上新闻评论就此可以有恃无

恐，挥洒自如，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制造什么噱头就制造什么噱头。虽然赋予了自己一张

“平民的脸”，但作为对社会负责的媒体，新闻网站上张贴的任何评论须臾不能偏离正确的政

策口径和舆论导向。无论是不负责任的捕风捉影、道听途说，还是媚俗无聊的“棒杀”、“捧

杀”，都不是新闻评论。至于某些胡编乱造、恶语中伤、点火造谣、发泄私愤的内容更是为真

正的评论所不容。 

  毋庸置疑，有大批网民参与的网上评论与传统媒体的评论相比，其内容的不确定性势必会

造成部分观点的非安全性。比之新闻的“客观”，评论往往带有“主观”色彩，因此，有害的

评论比有害的新闻具有更强的煽动性和更大的破坏性。如何扬长避短，大浪淘沙，是摆在新闻

网站评论栏目编辑面前的一个艰巨课题。 

 



  对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蔡名照指出，网络大众媒体的社会属性和其他媒体一样，

在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社会责任。网上传播什么、不传播什么，都有一个代表

什么样的文化发展方向的问题。网络新闻评论有责任引导网民正确认识新闻事件，正确参与社

会热点问题的讨论。 

  新闻网站欲挺立潮头，离不开优质丰富的新闻评论。而要保持新闻评论的生命力，网站的

管理者既需要为受众营造一个平等开放的舆论平台，同时也必须把好舆论导向关，将所有“垃

圾观点”拒之门外。唯其如此，新闻网站方能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作者王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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