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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闻队伍素质坝状与对策研究 
— — 对重庆市 56家新闻媒体 711名编辑记者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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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重庆市56新闻媒体编辑记者基本素质、知识结构、职业状况以及职业兴趣等调查，以此强调：加强对编辑记 

者队伍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职业道德、新闻法规、宣传纪律的学习教育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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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Qunlity of 

the News Team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

Investigation Report of 711 Editors and Journalists of 56 News Medias in Chongqing 

FEN(；Jian-xin 

( ∞ofPub／／cat／on and News of Df ofPropaganda，ĉnn韶岖 Committee ofCPC，al I 400015，China) 

Abstrm ：Having invesf~ted the basic qu~ty and k．ow~ structure and profession situation and interest 0fthe editors andjoumalists 

0f56 news medias in Chongqing，this paper emphasizes that it is imperative to曲搬咖 the education 0f the Marxist news viewpoints and 

Three Represents Theory，as well as the education 0f pI面essi伽岫l ethic and the laws and gl】岫 0n8 of r哪 and the pI叩agaIlda disciplines of 

the news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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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提高对江泽民总书记“七一”讲话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适应新闻宣传和新闻 

改革对新闻人才资源的要求，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与市新闻出版局于 2001年 7月 5日至 9月 15日连 

续举办 了 5期“重庆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编辑记者 

培训班”，在办班 的过程中，笔者采取 问卷、座谈 、走 

访、考试等形式，对重庆市 56家新闻单位 711名(包 

括报刊 、电台、电视台)编辑记者，进行了多方面的调 

查，基本掌握了重庆直辖市含各区县(自治县、市)新 

闻队伍及编辑记者的素质现状。 
一

、重庆市新闻队伍素质现状分析 

(一)编辑记者基本素质和知识结构的现状分析 

了解和掌握编辑记者队伍的素质和知识结构， 

是新闻管理机构进行新闻宏观管理的基本工作平 

台，是各新闻单位提高舆论引导水平的工作基础。 

在人才更新快，事业发展快，观念变化快的新形势 

下，更深入地了解、熟悉、引导好这支队伍显得更加 

迫切和必要。 

首先，对编辑记者基本素质的了解 ，使我们认识 

到，这是一支年轻而又亟待接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教育的队伍，这支队伍在职“充电”和“吸氧”已迫在 

眉睫。 

表 l显示 ，35岁以下的编辑记者 占74．4％，最年 

轻的记者 l9岁。从年龄分布看，经过改革开放 2o 

年，尤其是近几年的报刊结构调整，广播电视的整 

合，编辑记者队伍基本年轻化，5年以下新闻龄的占 

55．84％，最短的新闻龄只有 1个月。据了解这部分 

人均没有参加过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学习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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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关知识知之甚少，这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及其理论 的系统 学习和培训要求 十分迫切。在 

“举办本次培训班”你是“赞同”还是“不赞同”的问卷 

调查 中，被调查的编辑记者均表示赞同。 

新闻职称是衡量新闻业务水平的标尺 ，从表 1 

看到 ，没有新闻职称的人员 占 46．28％，初级职称 占 

务素质急需提高。 

此外，36—50岁之间编辑记者 比例为 23．77％，50 

岁以上则更少为 1．83％，但是这部分人的新闻龄大都 

是 lO年以上，他们中间不乏有较知名的“名记”，也有 

精通编辑业务的“名编”，他们是 目前新闻队伍中的中 

流砥柱。如何总结推广这部份人的实践经验，发挥好 

30．8％，二项加起来 占 77．10％。可见这支队伍 的业 传帮带的作用，这是一个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 
表 1 711名编辑记者基本素质情况 

其次 ，对编辑记者知识结构的了解 ，使我们认识 

到加强对这支队伍政治素质的培养 ，在当前形势下 

显得尤其迫切。同时，对外语等现代知识的学习和 

了解也不能放松。 

表 2 711位编辑记者知识结构情况 

政治 ． ． 新闻 编辑 新闻报 项
目 业务 电脑 外语 。 ． 

理论 学 学 刊理论 

培训过(人) 45L 559 596 429 625 545 537 

百分率(％) 63．43 78．62 83．83 60．40 87．90 76．65 75．53 

没培训过(人) 260 152 l15 282 86 166 174 

百分率(％) 36． 21．38 l6．17 39．66 l2．1O 23．35 24．钾 

P值  >0．05 <0．05 <0．O1 >0．05 <0．O1<0．05 <0．05 

从 表 2看 ，参 加 过 政 治理 论 培 训 的 人员 达 

63．43％，没有参 加过 政治理论 培训 的 占 36．52％。 

统计学处理显示，P>0．05说明政治理论培训过和 

没培训过两组对 比无显著性差异，没参加过政治理 

论培训的人员较多 ，应引起充分的注意。由于新 闻 

媒体属意识形态领域 ，对 队伍素质的要求 ，尤其是 

政治理论素质的要求更为严格，不允许 出现政治性 

差错。对此有两点需重视 ：(1)参加过培训的人员大 

多数都是几年前参加过单位的短期培训，并没有参 

加过集中进行的系统培训 ，这部份人过去所学政治 

理论知识 已经模糊 ，对新的政治理论知识和有关的 

新闻法规知道不多，急需系统地补充新的政治理论 

知识。(2)部分人员进新闻单位 1O余年都没参加过 
一 次培训 ，这种状况十分危险，应该引起重视。 

外语的培训情况也是 P>0．05，属无显著性差 

异，这说明没参加过外语培训 的人也较多。随着现 

代科技的发展和中国加入 wro，加强对中青年编辑 

记者外语能力的培训也是十分需要的。 

从表 2还可以看 出：业务 、电脑、新闻学 、编辑学 

和新闻报刊理论培训过和没培训过的 比较显示 ，统 

计学处理 P<0．05和 P<0．O1说 明培训过和没培训 

过有显著性差异。即显示没参加过培训的人少 ，参 

加过培训的人多，这说明各新闻单位在上述方面的 

工作做得较好 ，特别是电脑培训和新闻学知识 的培 

训 P值显示均小于 0．O1，参加过这方面培训 的人数 

分别为 83．83％和 87．9o％，这与近几年来各新 闻单 

位加强业务学习、重视更新采编设备是密切相关的。 

其三 ，新闻业务研究成果的展示 ，往往以论文发 

表层次的高低，数量的多少来认定，这是衡量新闻从 

业人员素质的重要指标，也是决定新闻单位人才数 

量的标准之一。 

表 3 论文发表情况 

表 3显示：711名编辑记者中只有 310篇论文在 

各类刊物上发表，数量并不多，层次高的更少，这种 

数量不应该代表重庆直辖市新闻界的理论水平 。所 

以，今年开始的“重庆市新 闻奖新 闻论文评选”是非 

常有必要的，应在制度上给予更大的倾斜与扶持 。 

其四，党报与社会文化生活类报纸在人员素质 

结构上各有利弊(党报特指党委机关报，社会文化生 ． 

活类报纸特指“小报”、“子报”)。 

从表 4可以看出：重庆日报(党报)编辑记者在 

学历、职称 、电脑熟悉程度上均优于其他社会文化生 

活类报纸。但在政治理论培训方面却略低于其它几 

家社会文化生活类报纸。在编辑记者 队伍年轻化方 

面，社会文化生活类报纸明显优于重庆 日报。在外 

语水平方面，重庆日报与社会文化生活类报纸基本 

持平或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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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党报与社会文化类报纸编辑记者素质结构情况 

(对 30人的抽样调查) 

重庆日报 重庆晨报 重庆经济报 重庆商报 重庆青年报 

人 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 数 ％ 

新闻龄((5) 8 26．67 15 50．00 73．33 l9 63．33 26 86．67 

大学本科以上 24 80．∞ 22 73．33 17 56．67 ∞ 66．67 ∞ 66．67 

中级 以上 2l 7o．00 lO 33．33 3 lO．00 O O．00 5 l6．67 

论文发表(省级) 6 20．00 5 16．67 6 20．00 6 20．00 7 23．33 

政 治理论 培 训 14 46．67 17 56．67 15 50．t30 23 76．67 19 63．33 

熟悉 电脑 29 96．67 28 93．33 25 83．33 27 90．00 26 86．67 

熟悉外 语 l8 60．00 2D 66．67 23 76．67 l8 60．00 l5 50．00 

强对从业人员政治理论素质的培训和提高，加大采 

编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的更新力度，重视在 职培 

训。社会文化生活类报纸也应该逐步消除与党报在 

学历、职称 、电脑熟悉程度上 的差距 ，努力培养高素 

质的新闻人才队伍。 

(二)编辑记者职业兴趣的现状及分析 

了解和认识编辑记者的职业兴趣 ，对 于做好新 

闻管理工作 ，有针对性地加强队伍建设，都是十分必 

以上说 明，在 当前 ，尤其是党报，必须重视和加 要的。 

表 5 编辑记者职业兴趣情况 

从表 5可以分析出： 

第一，这是一支关心政治、关心时事，值得信赖 

的队伍。其 中有 5O．27％的人常看 “时事政治”类书 

籍。从一个侧面说明，这支队伍的基本素质较好，政 

治敏感性强 ，是一支政治可靠 、思想上进的较优秀的 

新闻队伍。 

第二，这是一支有敬业精神，热爱新闻事业的队 

伍。他们对新闻类 的图书阅读 十分踊跃，订阅和常 

借阅新闻报刊的占89．03％，经常观看新闻类电视的 

占93．95％，经常听新闻类广播的占56．40％。 

第三 ，这是一支求知欲望强 ，同时又是典型事务 

工作者所组成的队伍。编辑记者每天写稿发稿，只 

顾挣“工分”，很少抽出时间学习，更没时间来看书买 

书。通过对 自藏书籍的统计看出。自藏业务书籍略 

强于自藏政治书籍，但都感不足，自藏政治类书籍 1O 

本以下的占 42．33％，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新闻工作 

者，这种藏书状况是不容乐观的。 

第 四，这是一支可塑性很强的队伍。这支 队伍 

除了有50．27％以上的人常看时事政治类书籍，还常 

看其他各类书籍。具备多重或复合性知识是现代年 

轻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要求。如何引导这支队伍的成 

长与发展 ，应是新闻管理工作研究的课题之一。 

(三)编辑记者职业状况的分析 

编辑记者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在过去战争年代， 

出现了很多象邹韬奋一样的知名记者。改革开放以 

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新 闻队伍 中 
一

部分人出现了“向钱看”的思潮，从而忽视社会效 

益 ，产生出严重有损新闻职业道德的“有偿新闻”，引 

起了干部群众的不满。那么，这些现象是否代表编 

辑记者队伍的本质，为此 ，本着对编辑记者队伍和社 

会负责的态度，对编辑记者职业状况进行了调查。 

表 6 编辑记者职业状况 

采 源 对职业的认识 能否胜任工作 工作责任 

调动 招聘分配 一般 热爱 很热爱 不能 能 一般 强或很强 

人数 l69 542 7 466 238 无 7ll 7 704 

比 重％ 23．76 76．24 0．98 64．54 33．48 O．00 l00．00 0．98 99． 

从表 6中可以看出： 

素质较高，富有朝气 在对职业的认识调查 中， 

热爱和很热爱的占 98．02％，这是编辑记者队伍基本 

素质的最好说明。同时也说明了这支队伍是一支进 

取心非常强的队伍，只要进一步加强管理，正确引 

导 ，就一定会培育出一支优秀的编辑记者队伍。 

较强的新闻事业心、责任心 从调查中得知， 

100％的人都认为自己能胜任本职工作。工作责任 

心很强或强的占99．02％，说明被调查的全体编辑记 

者非常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非常看重“记者”这个 

称谓 ，非常珍惜 自己的岗位。 

招聘人 员较 多，加 大了管理的难度 纯社会招 

聘人员占这次调查的 76．23％，因工作调动的只 占 

23．77％。招聘人员临时观念强，流动性大，违纪违 

规现象时有发生，这都是新 闻体制改革 中应加强研 

究的课题。 

二、对策研究 

通过对前面三个专题的调研 ，得出一个基本的 

结论 ：编辑记者队伍是一支年轻 、有活力而又亟须接 

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队伍 ；是一支关心时事 ， 

热爱党的新闻事业，政治上可靠，思想上先进的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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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赖的队伍 ；是一支求知、求新、求变欲望很强，有很 

大可塑性的队伍。那么 ，为 了促进这支队伍 良性发 

展 ，我们应该采取怎样 的对策 呢?笔者的思考主要 

有五。 

对策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学 习教育的力度，重视对编辑记者这支队伍 的在职 

教育和培训。首先，要在管理层思想上提高认识，加 

强对一线编辑记者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学习培训。 
一

线的记者就好 比“采购员”，每天他们 “采购”(采 

访)回来“菜品”(新闻)的好坏，决定媒体报道质量的 

好坏。对编辑记者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学习培 

训尤其是在职培训就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其次 ， 

应一手抓总编，一手抓一线编辑记者，两手抓，两手 

都要硬。要在各媒体中层干部中提高认识，加强策 

划和研究，正确引导一线记者的“采购”(采访)，确保 

健康(格调高)、安全(不违规)、丰富(信息广)、可口 

(愿意看)的精神食粮呈现在广大干部群众面前。再 

次，要在编辑记者中提高认识，使其充分认识自己职 

业的神圣 ，记者笔下有财产万千 ，记者笔下有毁誉忠 

奸，记者笔下有是非曲直，记者笔下有人命关天。 

对策二：建立有效机制，提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学习教育的质量，全面实施新闻队伍高素质人才建 

设工程。从调查情况看 ，编辑记者队伍热爱本职工 

作，渴望在工作期间参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教 

育培训以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但由于大多数新闻 

单位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培训机制，制约了新闻人 

才的发展空间，进而影响到新闻宣传水平的提高。 
一

些新闻单位根本没有编辑记者在职培训的计划和 

规划，整天“日计有余 ，月计不足”忙忙碌碌 ，对编辑 

记者只“重用”而不及时“充电”；一些新闻单位建立 

了奖励制度和用人机制，但大都只是“一事一议”，往 

往重心都放在 了对稿件的评选上 ，忽视了对人才的 

培养；还有一些新闻单位想利用“招聘”这个高薪挖 

人才的“拿来主义”办法，走“捷径”，避免在培养人才 

上的更大投入。这些都是不对的，而应该抓住当前 

利用编辑记者们强烈的求知欲望、媒体发展健康平 

稳、新闻队伍“心齐、气顺 、劲足”的大好时机，推进新 

闻队伍的高素质人才建设工程。为了保障这项工程 

的实施，应尽快制定和出台《重庆市新闻从业人员准 

入备案制度》，从而防止招聘和人才流动所带来的负 

面影响。 

对策三：在重视对党报一线编辑记者马克思主 

义新闻观和政治理论培训的同时，不放松社会文化 

生活类报纸的同步提高。这次调查出现一个新情 

况 ，就是重庆 日报(党报)在政治理论培训方面略低 

于社会文化生活类报纸。据 了解 ，重庆 日报近几年 

对政治理论的学习抓得较紧，重视对中干的培训，忽 

视对一线编辑记者的培训。对一线 的编辑记者 ，往 

往是发文件多，提要求多 ，落实不够，集 中进行政治 

理论培训更少。有个别记者甚至反映近些年没有参 

加过一次政治理论培训。这些情况虽然属于个别 ， 

但都应引起党报 的重视。尤其在政治理论 培训 方 

面，更不应该落后于其它社会文化生活类报纸。另 

外 ，因这次属抽样调查，而且只在一部分编辑记者中 

进行抽样，难免有片面性和不准确性，但这毕竟说明 

了一个问题 ：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政治理论的培 

训一刻也不能松，否则会出“乱子”，影响报纸整体宣 

传水平的提高。同时，其它社会文化生活类报纸也 

要继续加大对编辑记者全面培训的力度。 

对策四：重视对中老年编辑记者实践经验的开 

发 ，丰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 习教育活动。调查结 

果表明，中年以上的一线编辑记者虽然所 占人数的 

比例不大，但大都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应是年 

轻记者的榜样、老师，是我们新闻事业的宝贵财富， 

我们应“近水楼台先得月”，发挥他们传帮带的作用。 

从我们办培训班的师资情况来看，懂新闻，干过采编 

业务的讲课就受欢迎，反而，有一些专事新闻教学的 

大学教授的讲课就不太受欢迎 ，其关键点就是前者 

讲的距离近，都是亲身体验 ，而后者讲 的距离远 ，大 

都是书本上写的。因此建议，对 45岁以上的编辑记 

者应适当减轻他们的采编任务，让他们多一些时间 

来归纳和总结 自己多年的采编经验 ，以现身说法来 

教育年轻一代的编辑记者，这是各新闻单位领导应 

该考虑的问题。 

对策五：发挥相关职能部 门或团体的积极性，最 

大限度调动一切可借用力量，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 

习教育活动制度化、经常化、规范化。可与新闻出版 

部门一起多做一些培训方面的工作，如主动开展马克 

思主义新闻观及新闻法规方面的知识讲座，组织外出 

学习等。重庆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等适时组织一些有 

针对性的专题研讨会 ，加大对违背新闻职业道德事件 

的调查和查处力度。充分利用记者节等有利时机鼓 

励先进、重处违规，弘扬正气，树立典型，努力把这支 

较优秀的新闻队伍的风采展现给广大干部群众。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