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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泰晤士报》报道伦敦奥运会有鲜明的特点：

坚持大报风范，不断探索创新；报道内容深刻细致；

专栏化的报道使得报纸个性鲜明。它与《人民日报》

北京奥运会报道的特点不同。《泰晤士报》伦敦奥运

报道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报纸的准确定位；

内容上注重深度；突出自身风格，把握媒体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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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泰晤士报》伦敦奥运报道的特点

《泰晤士报》为2012年伦敦奥运会倾尽全力，“大

手笔、大制作”，报道规模空前。其专刊报道呈现较

为鲜明的特点。

1. 坚持大报风范 不断探索创新

整体上奥运专刊的报道风格正统清晰，无论是版

面设置、版面设计，还是标题结构、体裁运用，都彰

显了大报风范。其内容聚焦国内和国际，视野开阔，

有着清晰的自身定位。

2. 报道内容深刻细致

大量数据分析的使用大大拓展了报道内容的深度。

专刊大量使用图片和图表，偏爱富有动感的照片做文

字配图。这样一方面增强可读性，另一方面利用数据

分析深化报道。报道体裁上多使用长文章增加报道，

突出评论和专栏体裁。

3. 专栏化的报道使得报纸个性鲜明

专刊使用了大量专栏报道奥运，用大幅照片置于

专栏开头等方式将专栏作者由幕后推向目前，获得更

多注意力经济。专栏记者有的辛辣讽刺、有的诙谐幽默、

有的细腻绵长、有的严肃精悍，而这些不同专栏作者的

鲜明风格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也使得整个《泰晤士报》

有了鲜活的个性，赋予了媒体强烈的主体性。

二、我国主流报纸奥运报道的特点——以《人民

日报》北京奥运会报道为例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8月 8日—24日 )，《人民

日报》推出了12版奥运特刊，其中，赛事报道共7版。

从报道角度、报道项目、报道内容及运动员的报道重点等

《泰晤士报》管理机制及伦敦奥运报道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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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可以得出《人民日报》北京奥运会报道具有以下特点。

从报道形式上看，《人民日报》北京奥运会报道体裁

以消息、通讯为主，除个别金牌项目、突破项目的报道稍

长外，篇幅大多在500字左右。缺乏深度报道的新闻体裁。

从报道主体上看，《人民日报》一是报道奥运会

的所有项目,不管该项目有无中国队参赛,《人民日报》

几乎都逐一向读者介绍。二是对中国队 ,无论是获得金

牌的项目 ,还是未进入决赛 ,或在预选赛中就淘汰的参

赛项目,都给予了一定的报道力度。总体上，《人民日报》

对非优势项目持续关注，对优势项目冷处理。体现了《人

民日报》平和、自信的心态。同时，在其共计 276 篇的

报道中，本土报道占 59%，国际报道占 41% 。这是《人

民日报》国际视野的体现。

从报道内容和风格上看，《人民日报》的报道较

为严肃，其中涉及到中国运动员的报道大多是以金牌为

主题，除非是一些未取得原来预想结果的赛事，则报道

了运动员参与比赛的过程。且报道内容略显狭窄。主要

集中在对运动员成绩的关注上，所涉人物也很少，大多

是运动员以及教练，塑造的形象个性模糊，平面单一。

总体上，《人民日报》2008 年北京奥运会报道较

之以往有着专业性上的极大提高，其视野开阔，具备国

际化的眼光。同时，报道主体理性宽泛，对于优势项目

和非优势项目均给以大量报道，多以国外运动员比赛情

况也给以了关注。最后，《人民日报》在报道赛事同时

不忘弘扬和传播奥林匹克精神和文化。

三、《泰晤士报》伦敦奥运报道的借鉴意义

《泰晤士报》奥运专刊不仅在版面设计、版面设置、

图片使用、报道内容上都体现了自身鲜明的风格，还在

字里行间传达出其主流价值观和本土文化，这些都值得

我国报纸借鉴学习。

1. 报纸的准确定位

《泰晤士报》在伦敦发行，主要面对英国读者，

同时又力求引导国际舆论，成为国际大报。这样的定位

使其在版式上使用大气朴素的风格，保持高端品位。在

报道内容上更是兼顾国内和国际，既要报道本国传统项

目，又要对国外运动员及赛事给以一定篇幅。这不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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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了记者和编辑的新闻敏感，更考验了其对于《泰晤

士报》定位的准确把握。伦敦奥运会期间，每一期的《泰

晤士报》都以奥运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的身份出版，

每一期都精心打造，在给读者带来奥运信息之外，更

增添了收藏价值。

以《人民日报》为例，《人民日报》的北京奥运

会报道具备了国际化视野，对国内外运动员都给以了关

注，这一点值得称颂。在这样的定位之外，可以学习《人

民日报》对于其“历史记录者”的身份定位，从而更

加凸显主流大报情怀。

2. 内容上注重深度

通过大量的通讯、评论和专栏体裁，《泰晤士报》

奥运专刊致力于在报道深度和多样视角上打败新媒体

的强烈冲击。除了使用长文章的报道形式，大量图片图

形的使用也给读者提供了更加直观的视角。其创新性

地使用各种数学模型进行数据分析，如雷达图的使用，

加深了其奥运报道的深度，体现其专业性。

《人民日报》在北京奥运会报道上深度报道体裁应用

有待加强，这一点可以参考《泰晤士报》的奥运报道体裁，

尝试专栏和体育评论的体裁，以加深其报道深度。

此外，《泰晤士报》奥运专刊通过内容报道还悄

无声息传播了其本土文化和主流价值观，在舆论中始终

占据主动地位，这样的传播力是值得我国报纸深思的。

我国媒体在世界舆论中发声有限，必须积极思考如何

突破这一僵局，打破西方垄断，传播中华文化和价值观，

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

3. 突出自身风格 把握媒体的主体性

《泰晤士报》奥运专刊旗下一大批的优秀评论员

和资深专栏作者以不同的文风和不同的视角展现他们

眼中的伦敦奥运，他们被《泰晤士报》从幕后推向幕前，

与读者进行更直接的互动。正是他们在文章中彰显的

个性特征成为《泰晤士报》的一大卖点，被推销给受众。

而他们的个性特征也是《泰晤士报》整体风格的一部

分。《泰晤士报》通过推销旗下的评论员和专栏作者，

更推销了自己，以此突出自身风格可以在读者中形成

更高的认知度，吸引长期固定的受众。

针对这一特点，《人民日报》虽不能完全借鉴，但依

然可以由此引发思考，作为国内一份重要的机关党报，

应该如何在完成宣传党的政策和方针之外，利用奥运和

体育报道突出其媒体特征，提高受众认知度，这是报纸

媒介在应对新媒体冲击的竞争环境下必须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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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革海洋行政管理体制，进一步规范我国海洋

执法

面对日益复杂的海洋形势，推动海洋行政管理体制是

基于海洋管理现状的必然需求。我们知道，海洋的综合利

用及管理，单靠完善的法律体系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相

应行政执法管理的参与，方可形成法律应有的效力。所以，

在新的形势下，我国海洋法律体系应在实践之中，能够真

正的形成协调，以确保相关法律的有效运行。在笔者看来，

这点的务实，应做到：首先，国家应该成立海洋管理委员

会，整合渔政、海监等力量，形成海洋综合管理的良好势

头；其次，各级地方政府也应成立相应的海洋执法管理部

门，统一协调配合国家在海洋执法管理的需求。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海洋法律体系仍不够完善，无论是法

律内容缺乏完备性，还是海洋行政执法管理不到位，都在

很大程度上表明我国进一步完善海洋法律体系的现实必然

性与重要性。在新的形势之下，我国海洋法律体系的完善，

关键在于重视海洋立法，进一步完善海洋法律体系、改革

海洋行政管理体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本质上完善我国法

律体系，提高海洋法律体系的现实效力，帮助我国更好地

保护、管理机开发利用海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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