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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电视新闻舆论监督的公信力  

作者：  魏艳文  

媒体公信力是媒体在受众中长期形成的信任感和权威性,是媒介所具有的赢得公众信赖的职业品

质和能力。公信力不但决定了一个媒体所影响的受众面,更决定着它影响受众的程度与效度。毫无疑

问，公信力是媒体的核心竞争力。舆论监督是媒体赢得公信力的利器。敢不敢于开展舆论监督？如

何开展舆论监督？是衡量媒体公信力高下的重要尺度。以《焦点访谈》为代表的电视新闻舆论监督

一直是中国舆论监督的重镇，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与其它媒体比较，电视新闻

舆论监督的公信力一直是很高的。然而，勿庸讳言，由于种种原因，电视舆论监督正面临着公信力

危机。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电视新闻舆论监督公信力的危机？如何重塑电视新闻舆论监督的公信力？

笔者将在本文中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电视新闻舆论监督的公信力正在下降 

1994年4月1日，随着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的正式开播，掀开了电视舆论监督报道新的

一页，它以坚守正义的职业追求、前所未有的监督力度、令人信服的典型事实、合法入理的深刻分

析赢得了受众的信赖。《焦点访谈》开播以后，全国各地纷纷办起了一批“焦点类栏目”。这些栏

目为改革呐喊，为政府分忧，为群众说话，以守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为己任，对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

进行揭露，对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公开批评，给长期沉闷不堪的新闻界打开了一扇透风出气的窗

口，一时间，电视舆论监督报道风行全国，赢得了广大受众的信赖。 

“焦点类栏目”为电视媒体开展舆论监督“开了第一腔”，也为电视媒体赢得了公信力。之

后，电视媒体进一步加大了舆论监督力度，舆论监督报道从“焦点类栏目”扩大到其他各个栏目。

近几年，“民生新闻”栏目的兴起，使得电视舆论监督报道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舆论监督的范围进

一步扩大，舆论监督的方式更加灵活，舆论监督与人民群众的距离更加贴近。 



然而，就在电视新闻舆论监督不断加强的同时，新的危机也正在悄悄向电视人走来。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对中国大众传媒的公信力进行了专题研究调查测评，

在2006年4月公开了一份《中国广播电视公信力测评报告》，报告采用十分制对不同电视新闻内容的

的公信力测量发现，体育新闻的得分最高，为8.1分，其次为国际新闻(8.03分)，排在第三的是国内

时政新闻(8.02分)，而批评揭露类新闻和娱乐新闻得分一样，为7.48分，一起排在最后。这份报告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电视舆论监督报道的公信力在下降。 

与电视舆论监督公信力下降相联系的还有一系列表征：1、以舆论监督为报道内容的电视栏目收

视率与满意度下降；2、电视舆论监督报道的满意度下降；3、由电视舆论监督报道引发的新闻纠纷

与诉讼急剧上升；4、电视舆论监督报道的虚假报道现象时有发生；5、在权力与金钱面前电视舆论

监督频频失语。 

二、电视新闻舆论监督公信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电视新闻舆论监督公信力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新闻媒体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环境方面

的原因；有自律方面的原因，也有他律方面的原因；有监督机制方面的原因，也有监督技巧方面的

原因。笔者认为最主要的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１、传播上失职 

媒体是公众了解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真实、客观、准确、及时、全面地向观众提供事实的真

相，特别是一些负面事实的真相，充分尊重和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是新闻媒体应该肩负起的社会职

责。一个尽职尽责的媒体，必然是一个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知情权的媒体，这样的媒体必定能够赢

得公信力，否则，如果在重大新闻事件面前“失语”、瞒报、晚报，则是失职。媒体在传播上屡屡

失职，其公信力就会大打折扣。例如，2002年底发生在我国的非典疫情，由于在一开始的时候,有关

方面封锁消息,新闻媒体集体失语, 社会流言四起，民众高度恐慌,政府与媒体的公信力都受到严重

影响。直到2003年4月,有关方面不得不调整传播策略,不仅如实发布非典疫情和有关信息, 而且及时

传播预防知识。这种传播策略不但没有引起有关方面担心的恐慌,而且很快控制了非典的蔓延,政府

与媒体的公信力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媒体在传播上失职不仅表现在报道失语上，还表现在报道失实上。真实是新闻的第一要义，也

是媒体的公信力源泉。电视舆论监督报道的过程是记者发掘事实、揭示真相、真实反映事实的认识

过程。这个真相往往是被遮蔽了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制片人张洁在谈到“真相是什

么”时，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表述：“真相就是正在被遮蔽的事实……真相有时被权力遮蔽，有时被

利益遮蔽，有的被道德观念和偏见遮蔽，有的被集体无意识遮蔽。”这个被遮蔽了的真相往往造成

了记者的采访难度而无法接近事实。 

电视舆论监督传播上的失职，一方面是由于国家权力机关以消息会带来“负面影响”为由干预

和管制新闻，或者是由于消息提供者以及被指责一方拒绝提供真实情况造成的报道失语或失实。另

一方面由于记者在采访报道中对事实认识出现的偏差，造成新闻报道与实际真实之间的差距，这种



失实有时体现在原因不真实，有时体现在新闻背景不真实，也有时体现在倾向不真实。不管是主观

原因还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新闻传播上的失职，都会使电视舆论监督的公信力受损。 

２、道德上失范 

恪守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是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底线，一旦这一职业底线被践踏，则对媒体的公信

力造成致命威胁。 

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拥有话语权，与普通人相比，新闻从业者的话语权更具有优势，其“音

量”更大一些。在我国，舆论监督具有党政权力延伸和补充的性质，特别是中央或上一级传媒监

督，对下一级来说，权威性很大，传媒的话语权很大。如果媒体在道德上失范，就会直接导致舆论

监督报道的失语或者“音量”变弱，从而失去公信力。 

媒体在道德上失范首先表现在经不起金钱诱惑，抵制不了外界力，放弃职业基本原则而导致舆

论监督报道流产或事实扭曲。2002年6月22日发生在山西省繁峙县义兴寨的金矿爆炸事件，有11名记

者从当地负责人和矿主那里收受贿赂，隐瞒真相。北京一媒体记者手持批评稿向被批评单位要挟18

万元。如果广大受众都知道这样的情况，他们还会相信新闻报道的真实和新闻媒体的客观、公正

吗？ 

媒体在道德上失范还表现在媒体在一些广告商的干预下将舆论监督的职责作为交易的商品。在

媒介市场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广告大户成为了媒体的“保护对象”，当这些广告大户出现了损害

公众利益的行为时，舆论监督出现失语而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３、导向上失控 

在媒体日益商业化的今天，电视舆论监督报道被异化，失去了其应有的功能。一些地方电视台

为了片面追求收视率，将舆论监督作为提高收视率的“法宝”，把报道目光集中在性、暴力、犯罪

上，以吸引公众眼球，满足公众的猎奇心理。 

电视舆论监督报道是通过对损害公众利益的事实进行批评报道，引起社会和国家权力机关的关

注，从而最终保证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遏制腐败的滋生蔓延。当舆论监督报道出现媚俗化、商业

化倾向时，使其应有的权威性受到削弱，最终会丧失媒体的公信力。 

４、监督上失度 

舆论监督报道失度对公信力的影响是很大的。这种报道失度主要表现在法律失度、角色失度和

报道分寸上失度。 

中国近年来新闻官司的持续增多一方面反映了社会法律意识的增强，另一方面反映了媒体、媒

体从业者的法律意识的薄弱和法律知识的匮乏。由于舆论监督报道大多是些批评、揭露性报道，特

别是近年来老百姓反映较多的医疗、教育、住房以及“三农”等方面的问题，这些方面的问题政策

性较强、涉及的法律法规较多，记者如果不具备或者掌握政策法律法规知识不够全面细致，就很可



能陷入法律纠纷。记者不可能是全能的，但法律知识却是记者必备的。 

电视记者在进行舆论监督报道时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应该拥有怎样的权利和义务？有的电视记

者成了包青天，只为弱势群体说话，而没有给被批评的一方以充分的话语权；有的电视记者成了

“法官”，采访中咄咄逼人地质问采访对象，在报道中喜欢做总结性批评结论，进行“新闻宣

判”。特别是近年来，隐性采访广泛运用于电视舆论监督报道中，存在着记者的过度介入和诱导采

访现象。比如，记者为了揭露黑中介，扮演成求职者；为了揭露假发票现象，扮演成票贩子等等。

当记者以虚假的身份采集到的这些新闻素材，不管其报道出发点多么善良，这种记者的角色失度有

可能直接侵害被采访对象的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姓名权等民事权利，陷入法律纠纷，也会使

记者形象严重受损，最终可能会伤害到新闻媒体的公信力。 

电视舆论监督报道中报道分寸失度主要体现在事实和观点的失衡，即没有将报道中所涉及的事

物诸多方面的事实信息作较为完备的陈列，也没有在报道中给不同观点的双方或多方以表达意见的

权利和机会。 

三、提高电视舆论监督公信力的主要对策 

社会对媒体公信力的评价不是社会成员中几个或少数人的评价，而是整个社会成员的集合性判

断与评价，社会成员对媒体信赖感的产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需要媒体长期的持久的努力。 

１、加强自律，提倡新闻专业主义 

媒体加强自律主要是指新闻从业人员以新闻职业道德观念自我约束自觉遵守新闻职业道德准

则。新闻工作者将这些职业道德准则落实到实践中，就是要坚守“真实、客观、公正、全面、平

衡”的专业标准，这种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是新闻人应当持有的基本职业要求，它意味着不冲动、不

偏激、不炒作、不盲从，始终以理性的态度调查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以建设性的视角进行舆论监

督。新闻人以这种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对新闻负责、对社会负责，这种责任感就是媒体公信力的源

泉。 

２、加强他律，完善新闻监督体系 

相对于自律，加强他律是指政府、社会团体及受众通过法律、道德舆论等手段对媒体及其从业

人员施加影响，促使其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形象。 

提高舆论监督报道的公信力仅仅依靠新闻从业人员加强自律是不够的，还需要加强他律，完善

新闻监督体系。比如建立舆论监督报道的评价、反馈机制，通过问卷调查、设立行风监督员等形式

收集社会意见；社会各界可以通过写信、打电话、发电子邮件等途径对媒体的做法提出自己的建

议、意见，对媒体及从业人员进行监督，从而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整体道德水平。 

3、明确舆论监督原则，提高舆论监督技巧 

进行舆论监督报道首先要坚持人民利益原则。坚持人民利益原则是新闻报道的出发点。广大人



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反映自己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媒体通过宣传报道形式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舆

论监督报道反映的是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代表的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其次，进行舆论监督报道要坚持依法监督原则。进行舆论监督必须深入了解我国现有的政策、

法律、法规，并遵循这些法律法规，这是进行舆论监督报道的前提。 

在当前形势下，舆论监督报道要发挥舆论引导作用，提高公信力，还必须坚持积极建设原则。

坚持积极建设原则既体现在开展舆论监督报道的出发点上，也体现在舆论监督的效果上。有效果的

舆论监督才能给公众以信心，才具有公信力。要坚持建设性立场，首先要坚持“政府重视、群众关

心、普遍存在”的选题原则。我们每天收到各类新闻线索，接到各类群众投诉，从建设性立场出

发，精心选材。主动而创造性地在党的工作重点、群众关心的热点、各级政府解决的难点这三点之

间寻找报道的结合点。 

注重舆论监督的效果就是要注重观众的反馈，对报道的问题跟踪反馈，把解决问题的情况及时

反馈给观众，给观众以信心。 

明确舆论监督原则是提高舆论监督报道公信力的基础，把握舆论监督技巧则是提高舆论监督报

道公信力的保证。 

在提高舆论监督技巧方面，特别要提倡质疑与平衡技巧。 

质疑既是电视记者的职业态度，也是一种采访技巧。在电视舆论监督报道中，记者既要敢于质

疑，也要善于质疑。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和事实有时很隐蔽或被掩藏，记者在探寻事实真相的过程

中，往往面临着线索提供者提供的信息不完整或者被指责对象的采访阻挠，找不着相关的当事人，

找不着问题的突破口，所以质疑需要勇气，要敢于直面权力、强势，同时还要讲究方式方法，比如

在采访现场，采用什么样的调查方式，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怎样提出问题，都直接关系到调查效

果。 2002年12月，《焦点访谈》播出的《追踪矿难瞒报真相》，记者曲长缨就是通过一名死难矿工

的通讯录寻找蛛丝马迹，不断质疑，最终发掘出被瞒报的死亡矿工的名单，这篇报道因此获得了中

国新闻奖。 

当代社会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多元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使得平衡的报道理念

和方式日益兴起。 

谌达军认为，从新闻的报道内容来分，可以分为事实平衡和观点平衡：事实平衡是指对报道中

所涉及的事物诸多方面的事实信息作较为完备的陈列。观点平衡是指，在报道中给不同观点的双方

或多方以表达意见的权利和机会，这样，可以让大众更为理性的分析看待问题，有助于问题的解

决。运用平衡技巧进行舆论监督报道，有利于报道分寸的把握，使受众通过获得全面的信息、多方

的观点，形成自己的认识和判断，从而真正感受到舆论监督报道的客观、公正、真实。 

4、加强管理，建立完善评价机制 

重塑电视舆论监督报道的公信力，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加强新闻从业人员队伍建设，提高他



们的素质。这就需要加强管理，建立完善评价机制。首先，完善电视媒体、频道、栏目评价机制：

不能唯收视率。建立包括收视率、满意度等在内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倡导“绿色收视率”。其次

要建立舆论监督记者的评价机制：不能仅仅只把发稿数量、收视率作为考核评价指标，而应该把舆

论监督记者所从事的大量社会工作纳入考核的工作量，把报道的难度、社会效果列入评价指标。 

总之，面对当前激烈的电视新闻竞争态势，重塑电视舆论监督的公信力显得十分重要。公信力

是媒体在市场竞争中的宝贵资源，只有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赢得公众的信赖，才能在市场竞

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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