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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舆论监督的视角来考察，记者招待会是一种短兵相接的新闻舆论监督，其特性表现为：焦点

问题的集中监督和现问现答的交互监督。 

新闻舆论监督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监督，内容广泛、影响力大，其运作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记者招待会作为一种由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或个人公开举行，邀请有关新闻机构

记者参加的新闻发布会，一般由主持人先发布新闻或介绍情况（包括书面材料），然后记者提

出种种问题，由主持人一一作答。我国从1983年4月起设立新闻发布制度，国家机关各部门均

有专职新闻发言人。 

焦点问题的集中监督 

对于参加记者招待会的媒体记者来说，大都想将当前有关的社会焦点问题集中提出来，听取相

关的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或个人的意见和看法，及其相应的举措。他们不仅站在

各自媒体的立场上，而且代表着广大群众的利益，就一些自己关心的、群众关心的焦点问题，

向主持人提问，听其答复，这样既履行了新闻媒体应有的环境监视的社会职责，也满足了群众

的知情权。记者的提问，有着很强的“焦点”特性，有些甚至是针锋相对的。 

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或个人，也愿意借答记者问的机会，就各种相关问题，尤其

是焦点问题，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澄清一些错误的认识与传闻，以求积极、正确地引导社

会舆论，营造对己有利的社会舆论环境。由于电视、广播和网络等媒体可以对记者招待会进行

现场直播，它们的介入则大大增强了这种舆论监督的时效性。 

2003年3月18日，在“两会”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外记者就集中针对新一届政府的施政

方针、对港政策、失业问题、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金融问题、台湾问题、中国对外关系、农

村税费改革、美伊战争等焦点，向刚刚上任的温家宝总理提出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国内

外诸多新闻媒体所关注的，也是广大受众所关注的内容；对于新一届政府来说，他们也需要借

此机会向社会传达一些必要的信息，如新一届政府的施政方针、解决失业问题的措施、对待台

湾问题的态度和立场等等，以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 

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些问题比较敏感。在3月1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新华社记者向温总理提

问：“最近我们注意到，海外一些媒体有这样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近年来

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但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缓慢；另一种说法认为，我

国反腐败工作，越反腐败案件越多，涉案的政府官员级别越来越高，金额越来越大。我想问总

理，您对这两种说法有何评价？新一届政府将采取哪些措施推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深

化？对建立清正廉洁高效的政府，您有何设想？”新华社记者的这一提问将长期以来人们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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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反腐败问题尖锐地摆在了新一届政府和人民群众的面前。 

再如，2003年春天，北京成为SARS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各类传闻遍布京城，给广大市民造成

了相当的恐慌，对政府的SARS防治工作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最关心

的是北京疫情及其防治工作的进展情况。为此，北京市政府定期举办SARS防治新闻发布会，邀

请北京市SARS防治领导小组的有关负责人出面介绍有关情况，让广大市民及时了解到政府的防

治措施，要求大家予以积极配合，并认真回答中外媒体有关SARS防治的各种焦点问题和敏感问

题，公开接受监督。广大市民通过记者招待会这样一种方式，让各媒体记者作为自己的代言

人，与政府建立了某种及时的、面对面的对话关系，进而消除了信息流通上某种障碍，稳定了

民心，为SARS的防治赢得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现问现答的交互监督 

在记者招待会上，记者的提问，可以得到及时的回答，因而新闻媒体与记者招待会的主办者之

间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一次“对话”，实质上就是新闻舆论监督的一次“交锋”。媒体关

心的、群众关心的问题，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回答，这种迅速及时的反馈方式，使新闻舆

论监督的效率大大提高了。 

一般情况下，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通常是先报道某些情况，后来才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

进而才听到他们的回音。而在记者招待会上，作为监督者的媒体与被监督者的有关部门同时走

到了一个层面上，群众可以同时听到双方的声音；而且，彼此间也可以相互监督，媒体既可以

对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或个人进行舆论监督，主办者也可以对媒体进行监督，以

澄清事实，防止讹传。 

2003年3月18日，温家宝总理在回答上文中所提及的新华社记者有关政治体制改革和反腐败工

作的提问时，不仅讲了新一届政府将从三个方面入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提到准备从四个

方面加强反腐败斗争。同时还代表新一届政府向大家表示，从自己做起，以身作则，接受全国

人民的监督。可想而知，记者的提问和总理的回答，给关注这一问题的人们以一个确凿的信

息，从而加强了社会舆论的积极导向，增强了新闻舆论监督的效果。 

在北京市政府多次举办的SARS防治新闻发布会上，中外媒体记者的提问涉及SARS防治的方方面

面。一方面各大媒体记者的提问促进了政府防治工作的进展，另一方面，政府对有关情况的现

场通报，纠正了媒体通过各种非正常渠道所获得的某些不实信息，对于稳定社会局势有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从社会责任的角度讲，新闻媒体和政府均十分需要这种交互式的舆论监督。 

此外，在现问现答的记者招待会上，记者的提问有些是预先准备好的，也有些是根据现场情况

而临时设计的，这种状况更加体现了舆论监督及时、交互的特性。记者既可以就主持人在回答

问题时没有讲明白的问题继续提问，也可以就主持人的回答提出新的问题。媒体与记者招待会

主办者之间的深入交流当然也会大大增强舆论监督的效果。 

2003年3月18日，在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时，针对他在回答问题中提到“新一届政府面临的任

务仍然非常艰巨”，《人民日报》记者进而向其提问“新一届政府在五年任期当中，准备确定

什么样的目标，制定什么样的施政纲领”；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则就有关金融方面的问题继

续提问“现在是否有计划允许私营银行成立”等等。 

不同媒体记者的提问内容丰富、涉及面广，由于彼此间的相互补充，问题有了一定的深度，这

也是记者招待会的新闻舆论监督功效加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新闻舆论监督的视角来看，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政府部门、社会团体或企事业单位，为营

造有建设性的社会舆论环境，充分利用记者招待会，是十分必要的。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张金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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