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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韬奋原型看韬奋新闻奖评选得失——韬奋新闻奖评选20年的回顾与反思

*

吴 锋  殷 俊  孟 磊
江南大学数字媒体学院，214122，江苏无锡

摘 要  运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
过对韬奋奖获奖群体特征与韬奋原型的对比发现：

韬奋奖传承了韬奋原型中的某些元素，与邹韬奋本

人具有同源性；作为一项代表国家意志的官方奖

项，受时代主题演变和多方利益博弈等因素影响，

奖项对原型加以改造，呼应了新的时代主流；但亦

需进行反思和完善。

关键词   邹韬奋；原型；韬奋新闻奖；完善

调 查 分 析

民国时期杰出的新闻记者、出版家邹韬奋，以

不屈而卓越的新闻出版经历树立了一座不朽的精

神丰碑，成为我国新闻界的理想原型。他去世后，

周恩来提议以韬奋为出版事业模范，此议得到了国

家和人民的认可 [1]。1987年中国韬奋基金会成立，
1993年该基金会委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
持开评“韬奋新闻奖”，该奖项成为奖励我国新闻编

辑、新闻评论员以及新闻性节目制片人、通联、校对

等新闻工作者的最高荣誉奖。2005年范长江新闻
奖和韬奋新闻奖合并统称“长江韬奋奖”，但评选中

仍有区分。自1993年至2012年，韬奋新闻奖评选
了12届，已经有20年的历史。本文以1993—2009
年的10届韬奋新闻奖得主（96人）的信息为样本，
对其主要特征及评选得失进行评析。

1 韬奋新闻奖对韬奋原型的传承

所谓传承是指韬奋新闻奖直接引鉴韬奋原型

中的某些元素，体现当今获奖群体在某些方面与

邹韬奋本人具有同源性，以增强社会认同。

（1）对精英知识分子原型的传承。对邹韬奋本
人的认识应重视其文化教育背景。邹韬奋曾就读于

圣约翰大学，该校享有“东方哈佛”之誉，并于1920
年创办国内第一个新闻系，率先将美国密苏里新闻

学院教育模式传入中国 [2]。邹韬奋的教育背景对其

日后从事新闻出版活动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在韬

奋新闻奖的评选中，邹韬奋精英知识分子的原型得

到传承：①从获奖者最高学历看，在96人中，高中
及以下学历24人，占25.0%；中专与大专学历2人，
占2.1%；本科学历55人，占57.3%；硕士学历12人，
占12.5%；博士学历3人，占3.1%。随着时代发展，
获奖者学历有逐步提高的趋势。前五届韬奋新闻奖

的获奖者中，40%系大专以下学历，而后五届中，大
专以下学历者不足10%，硕士及博士学历者提升至
20%。②从获奖者取得最高学历的培养单位来看，
出现频次由高到低依次为复旦大学9人次、中国传
媒大学7人次、中国人民大学5人次、山东大学4人
次、中国社会科学院3人次，四川大学、南开大学、吉
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各2
人次；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

22所院校各1人次；此外，密苏里大学、伦敦大学、
莫斯科大学及瓦溪本大学等4所海外院校各1人次。
其中，拥有2人次以上获奖者的培养单位皆系重点
大学或国内顶尖科研院所，而海外培养单位亦属世

界一流大学。可见，韬奋新闻奖得主大多受过良好

教育，以深厚学养支撑新闻业务的特征传承了韬奋

原型的精英知识分子形象。

（2）对作品应和时代主题的传承。邹韬奋创
办的报刊之所以发行量大，所著“小言论”之所以

受欢迎，缘于其及时回应时代核心诉求、呼应时代

主题。邹韬奋开创了平民化言论，即“讲人民大众

想讲的话，讲国民党反动派不敢讲的话，讲《新华

日报》不便讲的话”，认为报人应“站在社会的前一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江南大学自主科研计划”、“中央高校

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项目编号JUSRP11229）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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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引着社会向着进步的路上走”[3]。这种主动回

应时代主题、积极参与社会改造的韬奋精神在现

今韬奋新闻奖中得到传承。对韬奋新闻奖获奖者

代表作品内容涉及范围的统计显示：反映重大事

件（包括年度内发生的影响范围广、受众广泛知晓

的标志性事件、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及历年如非

典、雪灾、地震等灾害性事件的国家特别事件）的

有 45篇，占 46.9%；反映基层民生（反映普通民众
的社会问题及利益诉求）的有 44篇，占 45.8%；反
映重大人物（作品内容涉及国家领袖、政府高官、

知名度较高的精英人物）的有 7篇，占 7.3%。由此
可见，反映时代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及回应基层群

众民生诉求的代表作品有更高的获奖率。

（3）对奉献者原型的传承。邹韬奋不仅重视
编辑工作，还热心为读者服务，视读者为“真正的

维他命”。他在《生活周刊》上设“读者信箱”专栏，

其读者服务涉及范围之广、投入精力之多、服务内

容之深前所未有，达到了“竭思尽智”的境界 [4]。韬

奋新闻奖亦传承了韬奋奉献者的原型：①从获奖

者的岗位类型看，有 86人属编辑岗位，占 89.6%；
4人系新闻节目制片人，占 4.2%；3人为新闻评论
员，占 3.1%；2人属校对岗位，占 2.1%；1人属通
联岗位，占 1%。这表明，编辑、制片人、校对员乃
至通联人员皆有获奖机会，韬奋新闻奖对奉献者

的工作予以肯定。②从获奖者工龄来看，获奖者

的平均工龄 25.16年，最长工龄 42年，最短工龄 10
年，其中六成系夜班编辑，过着昼夜颠倒的艰苦生

活，甘愿把毕生精力奉献给新闻事业。

2 韬奋新闻奖对韬奋原型的改造

改造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应时代变迁或多元

利益诉求而对韬奋原型进行的修正。

（1）意识形态指涉益发鲜明。在新闻出版活动
中，邹韬奋的意识形态立场十分鲜明，他严词拒绝国

民党的威逼利诱，在死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 [5]。在韬

奋新闻奖评选中，这种鲜明的意识形态指涉得到强

化：①从获奖者的政治面貌来看，中共党员72人，
占总数的75%；群众24人，占25%。②就获奖者所
在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而言，获奖者所在媒体为意

识形态属性较强的政治性媒体的为72人，占75%；

获奖者所在媒体为意识形态属性较弱的市场化媒

体的仅为24人，占25%。国内媒体虽然经历了改革
开放以来30多年商业化和市场化大潮的洗礼，但韬
奋新闻奖的意识形态属性并未淡化，中共党员及意

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党报、党台具有更高的获奖率。

（2）专业教育背景的强化。邹韬奋虽然在新闻
出版领域取得杰出成就，但他却并非新闻专业科班出

身。邹韬奋进入圣约翰大学时，该校新闻系尚未开

办，他入校后主修西洋文学，辅修教育学，并利用课

余时间参与《约大周刊》的采编实践，培育了新闻采

编特长，受到初步的新闻思想启蒙 [5]。改革开放后，

我国新闻工作者的专业教育基础得到夯实，获奖群体

的专业教育背景得到强化。对获奖者取得最高学历

时所学专业的统计显示：在96人中，有24人无专业研
习背景（高中以下学历者无专业之分）。在72名有专
业研习背景者中，有36人系新闻专业（含新闻学、编
辑出版学、广电新闻学）出身，占有专业研习背景者

总数的50.0%；19人系语言文学专业，占26.4%；5人
系理工类专业，占6.9%；哲学和经济类专业者分别为
4人，分别占5.6%，3人系军事法律专业，占4.2%；1人
系艺术专业，占1.4%。这表明，尽管语言文学、理工
等非新闻类专业出身的新闻工作者亦有获奖机会，但

新闻专业获奖者占有明显优势，新闻专业从业者与其

他专业从业者相比有更高的获奖率。

（3）对新型媒体的接纳。由于科技水平所限，
邹韬奋所处时代的媒体以报刊为主。随着计算机

网络技术的发展，新闻媒体的类型朝多样化、细分

化发展。统计显示，就获奖者所在媒体的类型而

言，报社获奖人数达 58人，占总数的 60.4%；广播
电视台为 31人，占 32.3%；通讯社 6人，占 6.2%；
网络 1人，占 1.0%。就获奖者所在媒体的属性而
言，获奖者所在单位为综合性媒体的有 82人，占
85.4%；为细分型专业媒体的有 14人，占 14.6%。
在韬奋新闻奖评选中，在保持传统媒体主导地位

的同时，将网络乃至细分型媒体均纳入其中（尽管

比例尚小），显示了该奖项的开放性与时代性。

3 韬奋新闻奖评选规则的思考

作为一项多方关注的新闻行业最高奖项，韬奋

新闻奖不仅牵涉多方利益，而且面临多元价值取向

调 查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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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的难题，在评选规则设计上还需要反思与完善。

（1）关于参评者的年龄。重大奖项评选是十分
严肃的活动，要增强奖项的权威性，减少“误判”风

险，就必须遴选最可靠的候选人。参评者的职业成

果是否顺应历史发展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检验，其职

业成就要获得社会广泛认同亦需时间积淀，故国内

外一些重大奖项的获奖者皆以年长者为主，国内的

两院院士和国际上的诺贝尔奖得主的年龄大多在60
岁以上。统计发现，韬奋新闻奖得主获奖时的年龄

均值为50.58岁，众数为59，年龄区间为31~63岁；最
主要分布在48~60岁，约占总体的59%，这其中又以
58~60岁者最多；32~34岁、36~38岁这两个区间的
人数最少；55岁以上接近退休者达41人，占总数的
42.7%。可见，韬奋新闻奖得主在年龄分布上基本符
合国际重大奖项的惯例。但也有人认为，评选要考

虑新闻出版从业者职业创新巅峰期（一般为36~40
岁）的年龄分布规律，且当前传统出版业面临网络、

移动终端等新媒体的挑战，中青年群体对新媒体的

适应能力和创新活力较强，应适当提升青年群体的

获奖概率，以促进传统媒体的转型。

（2）关于获奖者的职务。统计表明，韬奋新闻
奖评选中参评者的职务高低与获奖概率呈高度正

相关。在96名获奖者中，43人为高层领导（社 /台
长、总编辑及相应副职领导），占44.8%；35人为中
层干部（中层部门主任及副职），占36.5%；6人为基
层干部（基层科室主任），占6.2%。有明确行政职
务者84人，占总数的87.5%；无职务的普通从业者
仅12人，占12.5%。可见，有行政职务的领导干部
在评选中占绝对优势，且职务级别越高，获奖概率

越高；获奖者职务与所在媒体行政级别的交叉统计

显示，中央级和省级媒体中的中高层干部具有最高

的获奖概率。一般来说，我国新闻媒体的中高层领

导大多是业务精英，职务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其个

人业绩或能力的反映，领导获奖无可厚非，但过多

集中于领导干部无疑会引发一些“负面”猜测。当

前韬奋奖的所有参选者必须经过单位领导审批方

可上报，在该程序中难免会遗漏优秀的基层工作

者；反观美国新闻界最高奖普利策新闻奖的评选，

新闻从业者可以自荐或通过单位推荐，其评选结果

则是基层工作者占获奖者多数。韬奋奖主办方已

注意到该问题，在最新一届评选中规定，局级职务

候选人不得超过30%（副部级以上不参评）。
（3）关于舆论监督。对韬奋新闻奖获奖者代

表作的倾向性进行统计发现，持中性立场的作品占

49%，持赞扬立场的作品占36.5%，舆论监督作品占
14.5%。总体而言，获奖作品凸显了“以正面报道为
主”的原则，体现了党的新闻宣传政策。但也有人认

为，在现今韬奋新闻奖的获奖作品中，舆论监督作品

比例偏低。在当今社会，韬奋所秉持的敢于担当、勇

于抗争的精神仍需提倡，对一些社会负面现象，媒

体从业者要敢于如实揭露，彰显媒体的舆论监督功

能。实际上，舆论监督工作者往往承受着巨大压力，

有的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甚至生命危险，是媒体工

作者中的弱势群体。在美国普利策新闻奖的获奖者

中，舆论监督者占相当比重，评选优先考虑在维护公

共利益、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等方面作出贡献的参

评者，此值得借鉴。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新闻行业

最高奖项，韬奋奖不仅要“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

炭”，为舆论监督工作者提供精神支持。

4 问题与建议

综上所述，韬奋奖传承了韬奋原型中的某些

元素，在某些方面与邹韬奋本人具有同源性；作为

一项代表国家意志的官方奖项，受时代主题演变

和多方利益博弈等因素影响，韬奋新闻奖会对原

型加以修订，呼应了新的时代主流及多方利益诉

求。但综合比照韬奋新闻奖与韬奋原型，韬奋新

闻奖还需要完善。现今韬奋新闻奖评选规则需强

化“顶层设计”理念，通盘考虑新闻出版业的特性

及发展趋势，形成更具活力的评选机制。在参评

者年龄方面，建议韬奋奖本着发现人才、引领行业

发展的原则，每届设置 20%的比例用以奖励正值
新闻职业创新巅峰期的候选人；在推荐机制方面，

建议新辟专家推荐、协会推荐及自荐（可设前置条

件）等多元路径；在舆论监督方面，在坚持党的基

本路线的前提下，建议对那些为国家挽回重大损

失、得到群众盛赞的工作者予以褒奖。

作为一个以“韬奋”命名的新闻行业最高奖

项，韬奋新闻奖不能只停留在技术和操作层面来

考量奖项评选问题，而要从行业价值观构建的高

调 查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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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审视，倡导邹韬奋本人“真诚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和信仰。作为一个行业的精神标杆，韬奋奖

要给从业者传递一种人文情怀和价值取向，忠实

地展现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不管市场化、世俗化

和功利化等现象如何泛滥，都要保持超越的姿态，

挣脱官本位的牢笼，重建一方明净的精神家园。

唯其如此，韬奋新闻奖才能形成更深层次的道德

魅力，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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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功能拓展

*

 
—基于编校流程的遴选审稿专家和监测参考文献

赵 蔚
《宁波大学学报》编辑部，315211，浙江宁波 

摘 要  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较多用于初筛环
节检测文章的文字复制比，其基本原理是对文字进

行比对和统计，基于比对，认为该检测系统也可以

应用在审稿专家遴选和参考文献引用不实查证等方

面。提出以文章重合部分检索潜在专家并建立可以

共享的专家库，对不实引用参考文献实行标绿提示

和统计标红参考文献字数的功能。

关键词  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评审专家；参考
文献；不实引用

对于使用者来说，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被

普遍认可的功能是在初筛的环节检测文章的“文

字复制比”，也就是标明文章的抄袭情况。在长期

的实践过程中，笔者发现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

的“比对”功能还可以拓展到编校流程的其他环节

中，如系统在遴选审稿专家、监测参考文献是否如

实引用等方面可以发挥作用，但要求使用者具备

一定的技巧，并建议系统设计者对功能进行适度

改进，以解决编辑流程中的新问题。

1 遴选审稿专家

1.1 稿件的新特征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研究方法的更新，研

究者的科学研究视野早已经不再囿于单独的学

科，综合化、交叉化、前沿化是目前科学研究的总

体特征。[1]以笔者所在的教育类期刊来说，最近几

年的稿件越来越呈现如下特色：①稿件内容的多

学科交叉现象非常普遍，经常有作者借用其他学

科的理论分析本学科的问题；②作者的研究领域

处于几个学科交叉的边缘地带，并且各学科以新

的理论研究体系的方式组合在一起；③作者在某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2012年科技研究计划”：

多学科视角下的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及功能拓展研

究（编号：GBJXC1231）；浙江省高校学报研究会2012年

重点课题：对学术不端与学术不端识别的多学科解读与

干预（编号：ZGXB2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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