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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5_88_98_E

6_A1_82_E6_98_8E__c122_485580.htm 定位决定一切在“当代

中国传媒与法律高峰论坛”上的发言（2004年5月23日） 很高

兴参加“当代中国传媒与法律高峰论坛”，今天我就讲三个

问题。第一个问题：一个定位 我们无论是做人、做事、做文

章、做学问，至关重要的，首当其冲的就是定位，定位决定

一切。同时，我们开会研讨、坐而论道，一般都要有一个顺

序。要依次考虑“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办”的问

题。这次论坛的主题既然是“传媒与法律”，那我们就应该

考虑传媒是什么、传媒能做什么、目前的传媒应该怎么办的

问题。 新闻人和律师一样，看起来很美，但实际上或者说目

前还并不美。这种“不美”就是我们目前传媒的现状。我曾

经对“民主”作过一个概括，就是“三三制”，它包括三个

“三”。第一个是“三公”：公开、公平、公正。第二个是

“三自”：自由、自治、自律；第三个是“三权”：分权、

限权、平权。在这里仅对权力作一个解释：当我们在法律上

给定一种权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考虑给这个权力设置一个

对立面，以起到监督和救济的作用。涉及到公权力的话，那

么它的对立面就是私权力，律师实际上就是一个制约公权力

的群体。新闻媒体当然不是这种公权力的对立面，但它是站

在侧面或者站在旁边的监督者。这也是美国新闻理论的观点

：新闻媒体是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力”。 媒

体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工具、载体、权力。我对目

前的传媒有三个判断：具有完整新闻个性的传媒非常少；具



有完整市场色彩的传媒非常少；具有完全监督风格的传媒非

常少。从这三个判断我们可以确定，现阶段传媒正处于从“

工具”阶段过渡到“载体”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传

媒作为工具，其任务就是宣传，但也享有一种有限制的自由

。即首先考虑的不是宣传什么，而是不能宣传什么。这和我

们的法律又有些类似：如《律师法》一共有53个法条，其中

大概有20多条是含有“不得”、“不能”、“不应”的条款

。同样，传媒（电视媒体、纸媒体、法律媒体或是网络媒体

）也经常会得到一些书面通知、电话通知，告诉他们这个不

能报，那个不能写。尤其对一些重大案件、容易引起争议的

内容都不许涉及。 网络媒体又有一点特殊。去年我们 “中国

律师网”上搞了一个“与‘者’名律师的话”的策划，相当

成功。因为经常上“中国律师网”的人，基本上都是法律人

。这个对话的成功表明，我们有义务、有权力、有水平、也

有能力解释我们的观点，并对事实做出评判。但传媒现阶段

是处于从“工具”向“载体”转化的过程中。如果真正进入

到“载体”阶段，我们能做的事就不仅仅是宣传，我们应该

进行介绍或参与评述；当我们进入到第三个阶段--权力阶段

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就是披露、揭露或监督。这次在美国

出现的“虐俘”事件，就是美国新闻机构在权力阶段、利用

自己权力的最好表现。在我们这里如果有类似的事件出现，

大家可以设想一下，类似的报道绝不可能出现。因为从程序

来讲，我们的新闻还没有走到权力阶段，不能随意按着新闻

规律发表自己的意见。 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我们的传媒应该

怎么办的问题。和律师办案一样，传媒需要一种勇气，除了

要明知可为而为之，还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些事情是将



来能做而现在不能做的，但我们应当有勇气进行一些超前的

思考。我的观点是，只要是新闻，就应具有四大功能，那就

是解惑、解闷、解渴、解忧。但我们现在许多传媒大多数还

没有做到。第二个问题，一种做法。 《中国律师》作为中华

全国律师协会的会刊，在法律界具有重要的影响。八年前，

我到《中国律师》接受挑战的时候，他们问我一个问题：如

果你接手这个刊物，你准备怎么办？我当时讲了杂志应牢记

两个定位的问题。一个是受众定位。这个杂志一定要吸引四

类人：当律师的人、想当律师的人、想找律师的人、想研究

律师的人。另一个就是选题定位。我主张在专业刊物上，应

该是理论问题通俗化，通俗问题专业化，专业问题大众化，

大众问题理论化。之后，我们明确了《中国律师》这样的选

题定位：想律师之所想、言律师之所言、急律师之所急、忧

律师之所忧。后来，又认识到刊物必须经常干预社会、干预

生活，于是又提出：追赶时代潮流、追踪社会热点、追求法

律文化、追寻法学前沿。 于是，我们基本按着以上的定位理

念处理问题。首先，我们在选题策划上下功夫。熟悉《中国

律师》的人在《中国律师》月刊上，经常可以看到江平教授

、贺卫方教授等著名专家人士的文章或演讲稿，他们属于传

道、授业解惑或说是布道的人，是我们在考虑选题策划时要

特别安排的。同时，我们也有些选题是属于干预社会、反映

生活的内容。比如：我们开设了一个栏目：“为什么要做律

师”。这个选题是借鉴1984年巴金先生在世界写作大会上作

的一个演讲，题为“我们为什么要写作”。事实证明，我们

策划这个选题针对性很强，也是受众所关注的。1980年《中

国青年》杂志有一篇文章，题为“人生的道路啊，为什么越



走越窄？”。我们受这个题目启发，想到律师这个行业也是

身处险境，于是做了“刑辩律师的道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

？”这个策划。这种做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找到思

路，让自己的选题内容紧跟前沿思想，选题角度更加鲜活、

独特。还比如，“谁来解释司法解释”、“为中国司法制体

问诊切脉”均不同程度地对热点、焦点、难点问题给予了关

注。 其次，我们在包装设计上下功夫。媒介一定要讲究形式

和包装。我们不打算哗众取宠，但我们要求每年形式包装都

有新变化。在生活中我有一个观点：一个漂亮的姑娘如果每

天都穿一样的衣服，慢慢地由于审美疲劳，我们就不觉得她

漂亮了。她最好每天都换一件衣服，这就是一个漂亮的姑娘

应该具有的特质。同样，一个杂志每年在封面设计、版式安

排上都应做一些小小的改动，即便是换汤不换药，作为媒体

，这个汤也一定要换。 最后，我们在营销策略下功夫。根据

媒体自身的定位，传媒应当经常举办一些活动，以提升自己

的品牌竞争力。这几年我们做的“中国律师论坛”，就是我

们杂志社一手创办起来的。现在，“论坛”已经成了中国律

师界的一个风向标。我们认为它是“四个地方”：是一个优

秀人才荟聚的地方，一个先进经验交流的地方、一个法律文

化展示的地方、一个前沿思想碰撞的地方。另外，我们还组

织了不少活动，如“法学与法治巡回讲坛”。这种营销策略

使社会公众和专业人士对我们杂志有了更深的影响，也使得

我们杂志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有影响力的人，这正是从杂志的

自身定位出发来设计的。 以上的做法是《中国律师》杂志的

一些经验和做法，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实际

上我们还有很大差距，应当说还有上升空间。这说明我们的



工作做得还不够到位。第三个问题，一个建议。 我建议让我

们的杂志成为人文学院法制新闻专业学生的一个实习基地。

同时我也想实践基地不能仅仅是我们一家，还应当包括在座

的各家媒体。人文学院可以请在京的中央媒体和在场的老总

同意每年接受实习生，并让他们当场画押、签字。这对于老

总们来讲，是举手之劳的事。而对人文学院来说，不仅使学

生对未来多了一种选择，学院本身也多了一个宣传途径。更

重要的是在新闻院系和媒体之间建立了一个非常宽阔、顺畅

的桥梁和细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