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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门户网站新闻对外发布状况研究 ①

———基于实证的视角

金宏奎，庄　严
（南京财经大学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４２）

摘　要：高校门户网站是高校新闻对外发布的重要平台。以某高校门户网站新闻版块为样本，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
对其发布状况展开研究发现，当下高校门户网站新闻对外发布存在传播手段单一、时效性不强、策划水平有待提升等问

题。只有明确功能定位，提高选题策划水平，创新新闻写作形式，充分发挥平台优势，才能更好发挥门户网站的沟通和宣

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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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互联网对社会结构以及人们日常生活深度介入的
信息时代，通过门户网站发布新闻已经成为高校新闻对

外发布的重要途径。本文选取某高校门户网站新闻为考

察样本，分析门户网站新闻对外发布的现状与不足，为提

升高校新闻对外发布工作水平提供参考。

１　样本的选取和研究问题
本文抽取了某高校门户网站一年内刊发的２７１篇校

内自采新闻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研究单位为新闻（篇）。

受假期、考试等因素影响，高校新闻数量发生相应的变

化，在进行相关指标数据统计分析过程中充分考虑样本

的这一特殊性。数据搜集经过３个月的沉淀，特别是寒
假的间隔，样本数据基本排除了较大幅度的波动，抽样误

差相应减小。

研究问题：（１）高校门户网站新闻对外发布呈现何种
态势。（２）新闻报道涉及领域和浏览次数及相关问题。
（３）新闻报道的主要角色、事项与其态度选择的关系。
（４）如何改进高校门户网站新闻发布工作。

２　新闻对外发布状况的统计分析
２．１　总体概述

总体上看，某高校一年中新闻对外发布的数量在 ５
月和１１月达到两个高峰期，分别为３２篇和４７篇，占全年
总量的１１．８％和１７．３％。１、２月份和７、８月份是全年新
闻发布数量的两个低谷期，新闻月均发布仅有９篇左右。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寒暑假期间高校教学等常

规工作减少，学校自采新闻大幅减少。总的来说，某高校

某年新闻对外发布的整体走势符合高校新闻发布呈双驼

峰分布的典型特征，且下半年新闻发布总量较上半年有

明显增加。

２．２　稿件来源
高校机关是高校新闻稿件的主要来源，占稿件总量

的４５．４％，其中校团委的供稿量位列第一，全年供稿２３
篇；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学生处位列二、三，全年供稿量分

别是２０篇和１９篇。近几年来，各大高校坚持走内涵式发
展道路，在教学科研、校园文化建设及对外交流等方面成

果突出，这也是相关部门新闻供稿量位居前列的主要原

因。宣传部自采自发稿件７１篇，占稿件总量的２６．２％。
各学院供稿５３篇，占稿件总量的１９．６％。全校共２５个
教学单位，全年５３篇的新闻供稿量显然与其庞大的体量
不相称。

２．３　报道篇幅
从字符数统计数据来看，在５００～１０００字之间的新

闻稿件有１４１篇，占稿件总量的５２．０％；５００字以下的新
闻稿件有 ８７篇，占稿件总量的 ３２．１％。从段落分布来
看，在４～６段之间的新闻稿件有１３４篇，占稿件总量的
４９％；１～３段的新闻稿件有１１３篇，占稿件总量的４２％。
从报道篇幅来看，高校对外发布的新闻稿件字数在５００～
１０００字之间的最多；段落分布在４～６段之间的最多。高
校门户网站发布的新闻属于网络新闻的一种，所以篇幅

一般不宜过长，一般稿件字数在５００～１０００字之间，４～６
段之间较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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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图片配置及内容分布
从统计数据来看，无新闻图片的稿件有５１篇，占稿

件总量的１８．８％；配１张新闻图片的稿件共计１０５篇，占
稿件总量的３８．７％；配２张图片的新闻５３篇，占稿件总
量的１９．６％。经过对新闻图片内容梳理发现，２２０篇新闻
共配图片５２０张，其中新闻现场图片３７６张，占图片总数
的７２．３％；新闻人物特写图片 １３５张，占图片总数的
２６％；新闻背景图片９张，占图片总数的１．７％。总体而
言，高校门户网站新闻制作对新闻图片的利用已相当重

视，图文配比相对合理，大量采用新闻现场图片，增强了

新闻的现场感和完整性。不足之处在于新闻背景图片采

用较少，且存在单篇新闻配图过多的现象。

２．５　报道的时效性
从表１统计数据来看，在新闻稿件中，新闻发布间隔

在０～１天的稿件８５篇，占稿件总量的３１．４％；发布间隔
在２～３天的稿件８０篇，占稿件总数的２９．５％；发布间隔
超过６天的稿件２３篇，占稿件总量的８．５％。按照新闻
写作的基本要求，必须清楚地告知新闻发生的准确时间。

在统计过程中发现，无法确定新闻发生时间的稿件达３８
篇，占稿件总数的１４．０％。根据高校新闻处理的规律，稿
件一般应在新闻发生后０～１天之内发布较为合理。显
然，相关部门对新闻稿件的处理不够及时，间隔２天以上

的“旧闻”较多。

表１　新闻发布时间统计表
①

①

时间 无法确定０～１天 ２～３天 ４～５天 ６天以上 总计

篇数／篇 ３８ ８５ ８０ ４５ ２３ ２７１

占比／％ １４．０ ３１．４ ２９．５ １６．６ ８．５ １００

２．６　浏览次数
从统计数据来看，浏览次数在１０００～２０００次之间的

占稿件总数的４７．６％；浏览次数在１０００次以下的占稿件
总数的３９．５％；２０００次以上的则占１２．９％。某校教职工
及学生总数在２００００人次以上，而对于以上浏览次数分
布的统计结果显示，高校门户网站新闻浏览次数偏低。

这种状况与其担当校内外信息沟通桥梁的功能定位不

相符。

２．７　报道的主要角色
从表２统计数据来看，主要角色分布以学校领导和

政府官员为主，分别占总数的４２．８％和２１．８％，本校教师
和专家学者则居次位，分别占１２．９％和１１．１％。这样的
一个比例分布表明，高校门户网站新闻在选题上依然以

领导活动报道、会议新闻报道为主，对本校教师及学生活

动的报道和关注较少。

表２　主要角色统计表
②

②

主要角色 政府官员 专家、学者 学校领导 本校师生 团体 无 合计

篇数／篇 ５９ ３０ １１６ ３５ １７ １４ ２７１

占比／％ ２１．８ １１．１ ４２．８ １２．９ ６．２ ５．２ １００

２．８　报道所涉及的领域
从统计数据来看，新闻涉及领域以教学工作和团学

工作报道为主，分别占总数的２７．３％和２６．６％，其次是科
研和群工工作，分别占总数的１６．２％和１０．７％。这样的
一个分布比例和高校所处行业的活动内容分布是相匹配

的。就新闻选题内容涉及领域而言，其关注的方向符合

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规律，且也符合某高校以本科教学为

主，逐渐加强科研实力的这样一个发展现状。

２．９　报道的主要事项
从表３的统计数据来看，新闻选题涉及的主要事项

为会议和庆典仪式，分别占总体的２６．６％和１８．１％，其次
是荣誉通报和互访事件，分别占总体的１７．７％和１３％。
由此可见，高校门户网站新闻选题以会议和学校重大活

动为主体。对提升学校知名度的荣誉通报以及重要领域

的交流、互访活动报道则占据第二位，而学术讲座、演出

比赛类选题相对较少。

表３　主要事项统计表

事项 出访来访 会议 庆典仪式 荣誉通报 演出比赛 讲座 其他 合计

篇数／篇 ３５ ７２ ４９ ４８ １１ ３５ ２１ ２７１

占比／％ １３ ２６．６ １８．１ １７．７ ４．１ １２．８ ７．７ １００

３　结论及思考
３．１　结　论
３．１．１　高校门户网站对外新闻发布的总体状况良好

某高校工作日平均新闻发布篇数为１．６篇／天，与高

校新闻网对外发布平台有效配合，日均发稿量在５篇以
上，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高校新闻网络对外发布平台。在

新闻制作的参与主体方面，某高校机关、学院成为重要新

闻稿件的供稿单位，形成了党委宣传部主导的、以高校机

３５

①

②

①　指标设置说明：０～１天指新闻发生当天至第二天内稿件上网发布的时间区隔，以此类推。
②　指标设置标准：一则新闻中，既有政府官员出现，又有专家学者、学校领导、本校师生等出现，则只计入政府官员一项；如既有

专家学者，又有学校领导、本校师生等出现，则只计入专家学者；如既有学校领导，又有本校师生等出现，则只计入学校领导。涉及报道

主体为团体的，计入团体一项；纯事件新闻、宣传材料等计入无主要角色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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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院为主体的新闻供稿系统。就新闻选题而言，某高

校门户网站新闻选题涉及教学活动、科研信息以及校园

文化活动等内容，这体现了高校的活动范畴与教育属性。

总体而言，新闻选题能够较好地反映高校活动的内容，较

好地遵循预设传播动机及宣传目的的实现。

３．１．２　传播手段相对单一
目前高校新闻对外发布的主要形式还停留在“文字

＋图片”的报章新闻网络化的粗浅阶段，没有充分挖掘网
络媒体的特性及便利化条件，未能发挥网络传播媒介在

高校新闻发布方面的优势。未能根据新闻内容，链接活

动视频，制作动画、图表等方式丰富新闻传播手段，加强

新闻传播效果。就新闻段落篇幅的统计结果来看，段落

分布基本体现了短小、精炼的网络新闻特点。具体分析

发现，３段式的新闻有６１篇，２段新闻有５５篇，新闻外在
结构比较呆板。新闻内容单调，照搬领导讲话，面目同

一，贴近性和可读性不强。

３．１．３　报道时效性不强，浏览量偏低
时效性是决定新闻价值大小的主要指标。如何缩短

新闻发生与新闻报道之间的时间差是新闻媒介竞争的重

要内容。高校门户网站新闻采编以校内、校际新闻为主，

采编系统相对广播、电视更为简单，其新闻时效性应该更

强。而统计数据显示，仍有２９．５％的新闻稿件发布间隔
在２～３天之间，４～５天以上发布的稿件占了１６．６％。从
浏览总量看，浏览次数在１０００次左右徘徊，浏览量偏低，
影响了新闻的传播效果。

３．１．４　新闻选题策划水平有待提升
选题策划已经成为大众传媒业务流程的重要一环，

而高校新闻发布鲜有策划的举动，甚至在选题上花的心

思也不够。从报道的主要角色来看，高校新闻关注的主

要角色集中在政府官员、高校领导，而以普通教职工、学

生为主要角色进行报道的稿件非常有限。报道的主要事

项集中在会议、庆典以及荣誉通报等方面，且报道形式呆

板，空话套话成篇，报道宣传化的倾向明显。高校在落实

新闻报送工作要求常态化的同时，更重要的应该将新闻

选题策划工作常规化。努力拓宽高校新闻的报道面，重

点挖掘那些能够反映师生生活，代表学校发展水平和特

色的新闻事件展开采写，进一步提升高校新闻发布的创

新性和新闻性。

３．２　关于高校门户网站对外新闻发布的几点思考
３．２．１　高校门户网站对外新闻发布平台功能定位

门户网站新闻发布的功能应该包括提供新闻信息，

为高校与外界、师生提供一个沟通的桥梁；宣传功能，通

过对学校各种活动的报道，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教育功能，提供教育信息、党政信息，提高师生政治文化

水平；服务功能，提供相关教学、文化活动信息。这些功

能的发挥应该根据高校所处时期有所侧重。

３．２．２　加强新闻选题策划
新闻选题策划应该通过对已有新闻线索和资源的创

造性操作，充分挖掘深层次的新闻价值，达到最佳的传播

效果。高校新闻工作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而其受众是以

本校师生为基础的。所以，在选题、采写的时候更应该侧

重于对师生群体新闻的关注，对学院新闻的关注，反映师

生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对与师生利益相关的新闻进行

跟踪报道。

３．２．３　创新新闻写作形式
高校新闻写作要改变会议新闻的俗套，创新新闻采

写体例，吸收大众媒体的成功经验，让高校新闻稿件更具

可读性和形式美。新闻和宣传关系密切，但新闻稿件决

不能按照宣传需要写作，更不能为此不按照新闻规律办

事，不顾新闻采写的操作原则。可以用时评、言论等形式

弥补宣传功能的不足，进一步将新闻稿件和宣传材料分

开处理。

３．２．４　发挥门户网站平台优势
高校门户网站具有网络媒体的各种优势，如受众面

广、信息承载量大、多媒体、交互性等特点。首先，高校门

户网站应该成为高校综合新闻的发布平台，以大容量，大

信息量囊括所有高校新闻。其次，采用多种新闻形式，丰

富新闻传播形态。最后，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交互性特

点，新闻部分放开网友评论功能，并积极反馈。

喻国明教授认为：“不同传媒在接触环节上凝聚受众

社会注意力资源的主要竞争手段在于其传媒内容和形式

的极致化操作。”［１］高校门户网站新闻发布只有对新闻内

容及其形式进行“极致化”操作，才能在众多传媒对网络

化注意力资源的竞争中获得网民及社会公众的青睐。本

次研究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在类目建构以及参照标准

等方面仍有完善的空间。截取一所高校的一年新闻内容

作为研究对象，对高校门户网站对外新闻发布状况较具

有代表性，且高校门户网站对外新闻发布相对稳定，本研

究得出的结论也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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