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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报纸与现代媒体

李 泮 池

(国际关系学院 英语系 , 北京 100091)

　　[摘要] 美国报纸是大众传播媒介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国际社会以及美国的政治 、经济 、社会

起着重要影响。在传统大众传播媒介与新兴媒体激烈竞争中 , 美国报业及各类媒介面临首要课题

和必须解决的首要任务是准确把握媒介定位 , 恰当选择生存空间。媒介竞争的加剧和媒介产业市

场化运作 , 使现代媒介的功能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 , 受众的权利和需要得到重视和满足。在美

国 ,人本化不仅在媒介传播内容上得以体现 , 在媒介运作各个环节也得到有意识的关注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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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国全国性报纸坚持各自的办报方针 ,各具特

色 ,拥有大批的读者群。《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为美国全国性第一大报 ,反映美国政

府的观点 ,详细地报道政府的重要文件和重要人物

的言论 ,对发生在美国和全世界大事均作报道 ,因而

被称为“档案记录报” 。读者主要是政府官员 、大公

司上层人物 、知识分子。保持地方性 、扩展全国 、坚

守项权威性 , 成为近年来《纽约时报》的主要特点 。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美国全国性

第二大报 。倾向民主党 ,与国会关系密切 ,受众议院

重视 。注重报道国会与政府的消息 。经常发表评论

和分析性文章 ,是了解和研究美国内政外交的重要

的报刊之一。《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美

国第三大报 。该报重视国际新闻报道 ,特约世界知

名的政治家 、学者撰写评论。《今日美国》(USA To-

day), 美国首家彩版新闻快报 ,以信息量大 、报道面

宽 、重点突出 、文字简捷 、图文并茂等为主要特色。

该报用色有节制 ,讲究沉稳 、平衡 。《今日美国》把自

己定位于全国性和世界性新闻的总汇 。独特的版式

设计 、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大幅照片和标题新闻 , 是

《今日美国》能够赢得为数最为众多的美国读者的要

诀之一 。美国的另一份全国性大报是《华尔街日报》

(The Wall St reet Journal)。该报是美国金融界最具

权威的专业报纸。该报每天发布道·琼斯公司汇编

的主要工业企业股票平均价格 ,是西方经济界衡量

美国政治与经济形势的重要依据之一 。它除刊登国

内外财政金融访问 、经济趋势外 ,也发表评论重大政

治经济事件的文章 ,还报道社会 、科学 、教育 、娱乐和

艺术等方面的信息 。《华尔街日报》专业性与综合性

的恰当组合使其一直位居全美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

列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 ian Science

Monitor)着重国际报道 ,以分析和评述国际 、国内重

大问题见长 。70年代以来报纸增辟文学 、艺术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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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等特稿专栏。该报在国会 、政府部门中受广泛重

视。主要读者是美国中上层知识分子和国际问题研

究人员 。《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经常刊登来自《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和世界各大通讯社的消息 ,着重国际新闻 、文化和金

融的报道 。由于它及时 、迅速报道纽约股市行情 ,受

到国际金融界的广泛重视 。

二

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是多方面的 ,包括舆论导

向 、传承文化 、传播信息 、普及教育 、参与服务 、提供

娱乐等等。市场的高度细分化 , 迫使媒介必须下大

力气研究市场的需要及受众的特点 、兴趣和爱好 ,

包括他们的性别 、年龄 、职业和收入状况等等 , 以确

定受众范围 、内容选择 、传播方式 、印刷(播出)时间

及广告征集等一系列问题 , 使媒介的分工日趋合

理。在社区报纸与全国性报纸 , 报纸与杂志 , 报

纸 、杂志与广播 、电视 ,广播与电视 ,以及传统大众传

播媒介与新兴媒体的激烈竞争中 , 准确地把握媒介

定位 , 恰当地选择生存空间 , 是各类媒介面临的首

要课题和必须解决的首要任务 。媒介竞争的加剧和

媒介产业的市场化运作 , 使媒介的功能得到充分的

开发和利用 , 受众的权利和需要也得到了前所未有

的重视和满足。“人本化”观念不仅在媒介的传播内

容上得以体现 , 在媒介运作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

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有意识的关注和施行 。美国媒体

近年来在媒介多种功能的开发上大动脑筋 , 报纸由

“新闻纸”向“实用纸”转化;广播电视在传递信息 、

提供娱乐的同时更多更全面地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

各种需求服务。在美国 , 媒介更多地是被当作一种

产业来经营 ,并尽可能多地开辟它的各种功能 ,特别

是传播信息的功能 、服务的功能和娱乐的功能等等 。

在各种功能的实施过程中 , 则更多地体现出人本化

的特点 , “为受众着想 、为受众服务”是很多媒介的共

同准则 。美国许多电台 、电视台的节目时间表 , 严

格按照人们的作息节律来安排。以 ABC(美国广播

公司)为例 , 清晨 7:00至 8:30 ,即人们上班前 , 是

杂志型节目《早安 ,美国》 , 该板块要闻突出 , 形式

轻松活泼;傍晚 6:30 , 是晚间新闻节目 , 由美国当

今电视节目主持人“三巨头”之一的彼得·詹宁斯主

持 , 其《今晚世界新闻》和《ABC 晚间新闻》是该电视

网收视率最高的节目;此后至晚上10:00 ,穿插安排

了三个各具特色的栏目:调查性报道节目《20/20》 ,

直播类新闻节目《黄金时间现场直播》和政论性节目

《夜线》 。其他类型的节目 , 如家庭主妇爱看的轻松

的“脱口秀”节目一般安排在上午做午饭前 , 儿童节

目一般安排在下午放学后 , 影视 、娱乐节目一般安

排在晚间新闻类节目之后等等。美国的一些电台服

务的人本化特色表现得更为具体:地方电视台在每

天早上的新闻节目中 , 一般既有地区性新闻 , 又有

关于气候 、交通等方面的消息。在美国 ,报纸是作为

一种产业而经营的 。报纸能否盈利是报业管理者非

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报业的经营往往就是在新闻传

媒的领域里 ,可能会包括报纸杂志 ,也可能还拥有电

台 、电视台 ,但是跨行业经营的现象并不普遍 ,那种

既办报纸 ,又搞房地产 ,开酒店 ,开工厂的情况很少。

美国报纸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报纸杂志的发行收入和

广告收入 。通常情况下 ,报纸的发行收入不会超过

报纸总收入的 40%,而广告收入可以占到 60%甚至

更多 。在美国 ,一个做得比较好的报纸 ,编辑成本代

价约占总收入的 9%至 10%,这里面包括编辑部门

的记者采访 、电话 、传真 、汽车消耗等费用;报纸的广

告促销成本约占 25%;报纸的纸张 、印刷 、投递费用

和人员工资约占 40%;行政开销约占 6%,这里面包

括财务 、管理和公关等方面的支出。剩下的就是利

润了。在美国 ,利润率达到 23%至 25%的报纸就算

相当成功了 。

在美国 ,大的报纸主要是由财团投资 ,但是这不

意味着财团就能够控制新闻媒体的刊登内容和左右

报纸的新闻独立性 。美国报纸的利润率实际上和它

所刊登的新闻内容基本上无关 。在美国 ,很多报纸

都是以敢于揭露社会阴暗面和黑幕而著称的 ,这在

历史上已经有很多成功的范例。揭露黑幕或许会失

去某些大财团的广告 ,可能会在短期导致利润率下

降 ,但美国报界并不为此而担心。他们之所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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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就是因为可以树立报纸新闻信息真实的形象 ,可

以更多的吸引读者。美国报界有一个共识 ,那就是

相信报纸最大的财富是公众对其信誉的认可 ,因此

成功的报纸必须是让读者完全信任自己 ,相信能够

从这张报纸上得到真实的消息 。

美国的广告在报纸中作用是巨大的 ,没有广告

的报纸是无法想象的 。因此广告充斥报纸版面在美

国是很普遍的现象 ,比如星期天的《纽约时报》 ,有

11至 15 磅重 ,里面至少有 70%是广告。虽然报纸

很大程度上依赖广告 ,但并不是说报纸就要对广告

商百依百顺 ,美国报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就是报

纸有权拒绝刊登一些他们认为不合适的广告 ,譬如

没有品味的 、诽谤人的广告等。比如《纽约时报》每

天要拒绝 50多个这样的广告 。

美国的传媒界对广告有一种共识:报纸上的广

告是新闻的一个部分 ,读者并不是只读新闻而不看

广告 ,读者往往是将报纸中的新闻和广告一起作为

报纸的一个整体来阅读。很多读者对于广告也持相

同态度 ,他们往往把广告当成一种新闻或者信息来

接受 ,读者如果想去消费 ,会从报纸的广告中找寻线

索。美国曾有一家报纸 ,认为广告会削弱报纸的新

闻性 ,于是这张报纸完全摒弃了广告 ,但最后的结果

是这张报纸倒闭了 ,因为没人买他们的报纸 ,读者无

法从这张报纸上找到可以帮助他们消费的信息。

三

90年代以来 ,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面临着新的

严峻的挑战:一是新的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二

是建立在新传播技术基础上的新媒体的出现所带来

的新竞争。在美国 ,对报纸杂志产生影响的是电视

和互联网。电视以其报道迅速 、画面直观 、现场感

强 、费用低廉等优势已经显出比报纸更胜一筹的趋

势。

美国 Internet在世界上带宽最宽 。美国国内网

络带宽一般为 622Mbps ,局部有 20Gbps之高。 ISP

对用户的接入速率 ,美国一般 ISP 接入骨干网为 T3

(45Mbps)专线 , 每 300 个用户就有一根 T1(1.

55M bps)接入骨干网。美国是世界上上网费用最低

的国家 。上网人群居世界第一 ,到 1999年 6月 ,美

国上网人数已达 9400 万人以上 ,占世界上网人数

60%之多。巨增的上网人群带来了网络这一超级媒

体的飞速发展。据美国商业部 1998年发表的《崛起

的数字经济》报告 , Internet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以前

所有的传统媒体 。基于战略发展考虑 ,许多传统媒

体已开始抢滩网络市场 ,网络在线报刊已超过 4000

份 ,其中绝大部分为美国所有。但互联网目前在美

国并未对报纸构成真正的威胁 。相反 ,美国报界还

认为互联网会对报纸的发展有所帮助 ,很多报纸为

此投资于互联网 ,自己办网站 ,以此来提高报纸的知

名度 ,吸引读者看他们的报纸 ,因为他们相信网上的

新闻并不能完全代替报纸的深度报道。其次 ,互联

网新闻是以浏览为主 ,它的阅读方式是分散的 ,只有

每天趴在电脑前的人才会对网上新闻感兴趣 ,真正

被互联网吸引的只是 18 至 25 岁的年轻人 ,更多的

人还是喜欢读报 ,因为报纸更符合人们的阅读习惯。

作为对抗广播电视的有力手段 , 随着计算机技

术的普及和互联网络的广泛应用 , 报纸推出电子

版 , 将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的最新成果应用于新

闻的采集 、传递 、存储 、查找 、编辑 、出版等各个环节 ,

最终以键盘和终端屏幕代替笔和纸 , 以电子报刊补

充纸介报刊 , 直接对广播 、电视提出挑战 。目前 ,

美国的主要报刊及电视广播新闻媒体都开设了自己

的电子版 , 如 http://www .fo rtune.com/ 《财富》英

文版;ht tp://www .fo rtunechina.com 《财富》中文

版;http://www.businessw eek.com/ 《商业周刊》全

球商业人士一致推崇的杂志 ,全美最热销的商业周

刊 ,报导美国和国际商业界重要新闻 ,阐述商业活动

中的问题;ht tp://www .fo rbes.com/ 美国著名财

经杂志《福布斯》 ;ht tp://new s.ft.com/home/ rw/

《金融时报》为读者提供商务信息及有关分析和评

论;http://www .nyt imes.com 《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http://abc.abcnew s.go.com/ 美国广

播公司;ht tp://www .usatoday.com/ 《今日美国》

每日传送美国新闻之最新报导;ht tp://online.w sj.

com/public/us 《华尔街报》 ;http://www .exa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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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com 《旧金山晚报 》;http://www.joc.com 《商业

日报》刊载美国和国际工商业 、经济 、贸易 、金融 、运

输和能源方面的消息与评论 ,是美国的主要商业报

纸。其中《今日美国》电子版是全美网上读者最多的

电子报纸之一 , 每天有 100万以上的用户进入网

址 , 免费查阅信息 , 其收入主要依靠广告 。美国报

刊的电子版 ,并不是纸介报刊的另一种形式 , 大量

报纸版面上容纳不下的信息进入电子版 , 报纸上的

消息只占电子版的 20%左右。人们的阅读习惯往

往是先看电子版 , 然后再查阅纸介报刊 。电子报刊

的主要竞争对手不是纸介报刊 , 而是电视 , 不仅可

以在时效性上与之一争高下 , 而且可在详尽性和可

反复查阅性上占有自己的优势。应当看到 ,随着家

用计算机普及率的提高 , 美国电子报刊的前景相当

可观 。

为了迎接电子报刊的挑战 , 美国电视业也积极

回应 。占有世界电脑软件市场 80%的微软公司与

美国三大商业广播公司中的 NBC(全国广播公司)

联手 , 成立 MSNBC(全国广播公司 M icrosof t Na-

tional Broadcast Company)。MSNBC充分利用微软

的技术和 NBC 在新闻传播领域的雄厚实力和巨大

影响力 ,使其形成良性的互动 , 在互联网络上向

CNN 及各报电子版提出强有力的挑战。在MSNBC

的互动性网址上不仅可以传送文稿 ,而且可以传送

声像信息 ,它兼有电子报刊和电视的优势 , 具有真

正意义上的多媒体特征 。MSNBC 每天有 4000余

页信息上网 , 如遇重要新闻 , 但又不到中断 NBC正

常播出的程度 , NBC的新闻主播就到 MSNBC 来播

新闻 , 并在晚间新闻中再报 , 使其新闻更具竞争

力 。MSNBC免费供用户查询和使用信息 , 完全依

靠广告收入;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内 , 广告费已从

1996年的 1.25 亿美元上升为现在的 10 亿美元。

微软与 NBC 的携手意义非常。不仅意味着微软的

网络技术与 NBC 的声誉 、实力的结合 , 而且是信息

产业与媒体产业的联合 , 代表了媒介传播的网络化

与传播手段高科技化的结合 。

与以往的传播媒介最大的不同 , 是报刊电子版

和网络电视的时效性与交互性 , 受众不再是被动地

按媒介预先安排好的版面和时间获取新闻或信息 ,

而是可以自主地从网络上选择和查询自己需要或感

兴趣的信息 , 真正实现传者与受者之间的良性互

动 。信息传播的网络化和传播手段的高科技化还对

新闻传播的内容 、方式和操作手法等诸方面产生直

接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记者把互联网络作为自己采

集信息 、检索 、考证资料 、编辑新闻的重要手段 。运

用最新的信息传送和接收设备 , 新闻记者可以在世

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就新闻事件做同步的现场报道 ,

使“新闻”的概念从“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变为

“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 从而大大提高新闻的时

效性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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