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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你是不是经常好奇有些公司的领导者怎么会有那么多正面的新闻报道，这些报道足以影响销售额，让
他们融资成功或者让顾客及股东更振奋——而有些公司的领导即使也许有不错的新闻题材却还是做不
到？
    我当了三十年的职业沟通策划人和记者，其间，我研究过一些我很崇拜的领导者，他们能够抓住最
强有力沟通形式的焦点，从而取得上述成就，这种最强有力的沟通形式就是新闻媒体。
    这种超凡能力是天生的呢，还是后天通过注意力和想象力进发的火花而形成的呢？
第一种可能性还是留给心理学家去讨论吧。
但是我相信人们能够领会这种超凡魅力的秘密，并且成为出色的、擅长沟通的人，甚至能够做到站在
一大群拿着麦克风、照相机的记者面前，面对不断闪烁的灯光时也镇定自若。
    我承认在看到那些媒体的宠儿们一次又一次地霸占多得让人难以置信的版面时，我是又惊又妒。
问题是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毫无疑问，新闻媒体是当今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沟通形式，与传统广告相比，它能更为有效地影响
到广大受众。
媒体的报道可以塑造领导者，改变他们的声望，他们做的好事会得到公开，他们的劣迹也会被曝光，
默默无闻的会成为传奇，而广大受众都会记住这些。
    随着媒体所及范围的不断扩展，事情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现在，甚至品牌的推广也可以通过媒体和网络新颖而持续的宣传形式迅速完成，这在以前可是市场营
销的事情。
    我们对媒体的了解随着新媒体爆炸性的发展而改变，这些新媒体包括Politico，com（美国政治新闻
网站）、ProPublica（美国一家独立非营利新闻机构）、调查报告工作坊、独立媒体中心等。
    随着网络电子革命催生的新媒体的出现，看上去我们只要动动指尖，就可以通过无数种途径获取新
闻和信息，我们还可以探索新的渠道去表达自己的观点。
今天我们不再那么在乎别人要我们看什么，而是更在乎我们自己的选择，这样一种趋势使得市场营销
和广告的既有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以前人们在广告宣传和新产品新概念发布会上投资巨大，现在这种做法已衰落，而且很快会成为历
史。
今天，影响力的产生需要善用各种不断演变的传统新闻媒体并熟练使用包括博客、播客、社交网站、
流媒体以及在线聊天在内的各种新兴媒体。
    那么，当今各家公司和组织争相学习如何在复杂的虚拟世界中进行有效沟通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这个复杂的虚拟世界中，一切都瞬息万变，接触记者以及博客作者的途径越来越多，在线互动网站
和社交网站蓬勃发展，越来越普及。
    对于数字革命中出现的各种日新月异的工具，人们已表现出极大的狂热。
你写博客吗？
播客呢？
你对维基百科中一个解释科技工业或复杂问题的词条是否有过贡献？
那些随处可见的在线服务怎样呢？
他们可是承诺可以把你们公司的新闻稿发送给成千上万的记者们。
    哪些管用哪些不管用，如何才能做出明智的选择呢？
让我们首先退后一步，用更战略性的目光来看看竞争的格局。
互动网站、流媒体、病毒口碑战术、社交网络、虚拟世界的品牌植人、网站的新闻版、博客等等，这
些东西都需要选择，我们暂且不谈。
先重点看一下要成为媒体精英领袖背后需要的东西，包括目标、观点、有理解力的受众、信息以及结
果等。
    作为公司的领导者，通过媒体来提升你的知名度，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如何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媒体把你说的话能原封不动地传播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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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得和记者以及博客作者的交流对你有利？
从个人的层面上，如何才能成为和媒体打交道的高手并且在自己所在的竞争激烈的领域得到认可，从
而成为有影响力和受人尊重的人物？
在本书中你会找到答案。
    提到帮客户提升媒体影响力，我从来都不认为有什么魔法可言。
    一位顶尖公关公司的经理告诉我，如何把新闻告知媒体，让媒体根据客户的意愿通过刊物、网络等
多种途径传播出去，换言之也就是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是一门科学。
但是我不同意他的观点。
    擅长与媒体打交道的这种领导力，即达到你预期结果的这种能力，不是魔力，当然也不是科学或艺
术。
这充其量是一种还在不断演变的尚不完善的技能。
尽管如此，这种领导力的作用却非常非常强大。
    要想和媒体进行有影响力的沟通，需要先了解新闻内容，找到最好的新闻机构接触相关受众，而且
还要撰写出一个满意的报道，最终目标就是接触到受众并且让他们为之激动。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答案和观点，其中大部分来源于几百名在职记者，
他们当中不乏大牌记者，还有一些源自我在媒体公关领域三十年的从业经历。
如果你想让媒体注意到你的新闻，记者和编辑这些内部人士的建议尤为重要。
    本书详述了怎样影响信息、传递信息、塑造有特色的品牌认知以及如何在当今竞争激烈的新媒体世
界获得预期的影响力。
对“为什么有些领导者是引人注目的媒体明星，而另外一些却不得不站在阴影里”的现象也进行了客
观说明。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采访了几十位商界、协会以及非营利组织的领导者以及150多位在职记者，
他们掌握着主流媒体以及日新月异的电子革命新媒体大权。
    如果你反应敏捷，了解媒体的势力范围并能够自如控制自身信息，那么你就能取得很大的成功。
例如，你可以提升某公司的品牌认知度，明确定位某个产品或某项服务，在危机发生时提供清晰准确
的信息，帮助其纠正错误，并且达到其他一些预期结果。
因为伴随新闻报道而来的是随即产生的可信性和广泛的受众，因此在任何一家公司的营销战略中，与
媒体之间的关系可以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工具。
    我以前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名新闻记者，后来改行成立了一家战略公关公司并担任其合伙人。
当时在我看来，为客户们确定一个会吸引某位记者的新闻角度从而开始和媒体建立有效的联系，是很
自然的事情。
    但是过了几年，我意识到，几乎没有什么经理和公关人士考虑过如果记者要写一篇报道需要什么东
西。
更没有人会花时间去和新闻媒体建立工作关系，他们更乐意一视同仁地给尽可能多的记者送去新闻发
布稿。
    20世纪90年代末，我开始在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形象和声望管理课。
当时我发现，要想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最有效的做法就是解释受众认知是如何形成、如何受影响和
如何得到重塑的，此外对媒体内部运作的了解也很重要。
    我当时面临一个困境：我需要一本书和学生们一起学习，但是找不到。
不仅大学层次的教材没有，其他的也没有，没有一本书哪怕稍微提到对媒体需要的认识，尤其是从记
者的角度。
    我找到的书，包括新出版的书籍，看上去都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这些书或者是从过去年代的媒体关系讲起，或者试图编造出一些技术性的解决方案（比如博客）作为
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但是他们避而不谈战略定位的重要性和创建影响力的具体策略。
    与上述书籍不同的是，本书从一位专业人士的角度人手，阐述了在当今这个火热的媒体世界塑造领
导者并使其得到认可的最新途径。
    把新闻塞给媒体吸引其注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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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是，当今的媒体行业竞争非常激烈，新闻从业者只有发现新鲜的报道才能获取报酬。
    我们正在经历新闻行业的震荡性权力变革，根据哥伦比亚大学卓越新闻项目的研究，这一变革受到
技术的活力、受众的变化、收人来源的变化以及无止境的新闻周期的影响。
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我无数次听到新闻行业的业内人士提到这些不断变化的因素的影响。
他们用了一个确切的词——“震荡性的改变”来描述新闻业的变化，这对每一个希望得到报纸、杂志
、网络或广播报道的人来说都有影响。
所以，很多用来吸引记者注意力的传统方法不再有效也就不足为奇了。
    新闻发布稿以及记者招待会等陈旧而传统的媒体关系都在被快速淘汰。
当今的媒体对此已经无暇顾及，它们更青睐可信赖的资源、关系、网络资源以及独家报道权，最后一
项尤其重要。
    因此，本书首先是一本实用指南，有助于你在媒体面前获得一席之地，其次还对在互联网时代公司
如何有效地与媒体沟通进行了介绍，相信一定可以促进您公司的发展，同时也可以使您获得成功。
    但有一点必须提醒大家，要想在当今世界成为精通媒体的领导者，您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
要做一个吸引媒体注意力的领导者，除了亲力亲为别无他法。
    您可能并不是天生就擅长与人沟通，但是您一定能通过发展某些技能从而获得成功。
本书可为您提供以下帮助：    ·如何在恰当的时机获得媒体的关注。
    ·准确传达您的愿景。
    ·提升您的形象、声誉和品牌价值。
    ·与大牌记者建立相互信任的工作关系。
    ·评价哪种新的互联网技术是最有效的。
    ·获得与您预期目标一致的准确、可靠、切实的结果。
    无论是用于品牌开发、产品或服务的推广还是形象的提升，了解媒体如何把现实变成新闻，了解媒
体在寻找什么，都能够极大地提升您的竞争力。
    戴维·亨德森    于阿灵顿，弗吉尼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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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息时代，获得媒体的关注和首肯成为赢得大众的第一步。
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千变万化的媒体形式让我们眼花缭乱，却不知怎样让自己脱颖而出，并
在危机中屹立不倒：如何事半功倍地获取媒体对你的关注？
如何借媒体之口向大众讲述你的故事、传达你的思想？
如何持续而稳健地和媒体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
如何在层出不穷的媒体形式中游刃有余？
⋯⋯笔者用自己在传媒界、公关界30多年的成功经验、诸多经典案例，以及自己对上百名媒体记者、
几十名商界领袖的深入访谈告诉我们——与时俱进的管理者，应该成为通晓媒体运作规律、深谙与媒
体合作之道的媒体公关好手。
要想充分借助媒体之力让自己及公司在大众面前熠熠闪光，就必须摆脱一厢情愿、防卫被动、效率低
下的传统公关做法，谨记双赢、主动、开放的合作法则，磨练自身的媒体公关技巧，不断根据时代和
科技的进步来调整自己的媒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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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维·亨德森：经验丰富的沟通策略专家，美国艾美奖获得者，曾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网络
新闻记者、作家和在线出版人，在传媒界、公关界有30多年的成功经验，为全球公司及组织提供媒体
公关策略的咨询，以提升其竞争地位和品牌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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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苹果公司的定位宣言不是一成不变的，能够不断调整，而且是对话性质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苹果⋯⋯在20世纪80年代以苹果机彻底改造了个人电脑，今天仍然是创新
领域的领头羊，其电脑、OSX操作系统等备受赞誉，领导着数字媒体革命不断前进。
” 该公司的新闻发布稿完全没有那些廉价的自我推销字眼，苹果公司是为数不多的知道对公司的宣传
和介绍需让位于新闻发布稿的新闻特性的公司之一。
另外，如果有人需要更多的信息，可以查看该公司的网站。
 从多年从事战略沟通工作的经历来看，我认为口号和标语永远不会代替真实的信息，因为真实的信息
看起来可以直抵内心，让我们有所感动。
 但是，既然提到了这个问题，我想跟大家一起看看几种例外的情况。
有一些口号已经用了很多年，因为这些口号有个共同点，那就是能够在感情上和逻辑上与我们最基本
的需要或欲望产生呼应。
 对于华盛顿特区来说，“美国历史”这个口号是个惨痛的失败，因为二者之间缺乏相关度，而且也无
法反映当前华盛顿的实际情况。
另外，公共广播公司的电视台已经用过这句话了。
 20世纪60年代，弗吉尼亚牌女士香烟的广告词用了这样一句口号：“宝贝，你一定已经找了很久了。
”尽管现在电视上禁止播放香烟广告，但这句话却成了流行语，火了好长一段时间。
 “通用让您的生活更美好”，这句话给人一种温暖舒适的感觉。
但是对于这个生产电灯泡、喷气式飞机并且拥有全国广播公司的这家企业来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
 我必须承认我也有自己喜欢的品牌口号。
那就是： “弗吉尼亚：爱人们的家。
”这句话能有效地激发人的想象和情感，虽然是一句品牌口号，但同样是一个定位宣言。
有些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或演讲时会这样开头：“弗吉尼亚：爱人们的家⋯⋯”然后进行详细解释。
 “弗吉尼亚：爱人们的家”这句口号是1969年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由来自旅游业和广告业的三位专
业人士提出来的，虽然曾有建议要取消使用这句口号，但直到今天仍广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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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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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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