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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第一档“民生新闻”节目《南京零距离》诞生，收视率迅速提高。马上引发全国不少省

市电视台的跟进，同样获得高收视率的回报。“民生新闻，一抓就灵”，这句话已成为中国电

视业界提升收视率的秘笈。 

但什么是“民生新闻”却一直是新闻理论界和业界追问的一个问题。《南京零距离》栏目的制

片人张建赓说：“民生新闻不是一种具体的新闻体裁，也不是一种新的新闻类型。也就是说，

它不是时政新闻、社会新闻之外的一种新的新闻样式。在电视新闻采编领域，这是一种全新的

观念，并正在形成为一种思潮，成为一种电视新闻的全新实践。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对传统的

电视新闻观念的全面冲击。” “民生新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观念、思潮、实践？此处还

是没说清楚。既然说不清，就不妨笼统作为一种新闻形态来把握。 

理论界给“民生新闻”贴上了不少善意的标签。然而，当我们仔细接触具体的“民生新闻”

时，就可以发现，它的具体形态与现有理论概括出入较大，名实不符。名实不符的新闻形态何

以创造了高收视率？本文以广东南方电视台重要的民生新闻栏目《今日一线》为例，试图探索

此中奥秘。 

一、“民生新闻”的名实相符吗？ 

1、它反映的不是百姓的生存状态，而只是百姓生活中存在的一些负面因素。不少“民生新

闻”的倡导者与实践者都标榜要以报道百姓生活或生存状况为已任，《今日一线》的制片人也

说过：“它是纪录百姓生活，反映百姓生态的一档电视新闻节目。”  本人对《今日一线》栏

目播出的新闻作过5个月的收视统计，发现整个节目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内容是负面的：凶杀、

盗抢、坑骗、灾难等等充斥着画面；受虐待、受困扰、不想活等内容比比皆是。这些所反映的

真的就是民众生存的真实现状吗？这是“民生”，还是民生不聊生？这种名实不符的现象，具

有全国性的普遍性。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类“民生新闻”最多只能说是关注了一些百姓比较

关注的社会问题，报道了一些影响民众生存和百姓生活质量的不安全因素。如果强调这就是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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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的生存现状，那么，这是不负责的，在导向上也是有问题的。 

2、它反映的不是当下社会本质，而只是对突出事实的报道。新闻来自社会，新闻报道要反映

社会的本质真实，这是我们长期以来衡量新闻的基本标准。这一标准，自然也成了理论界对

“民生新闻”的期待和“民生新闻”实践者们的自我标榜。根据我对《今日一线》节目内容的

统计，刑事案例、事故车祸几乎成了“一线现场”的两大主题，而且这些新闻的发生地基本上

都在广州市。这固然与广州市的社会治安状况不佳有关，但这些信息所构建的世界，肯定不等

于现实世界，不利于人们全面认识广州市貌。正如批评者所指出的：“大多数民生新闻栏目通

篇充斥着天灾人祸、邻里纠纷、街头闹剧、奇闻趣谈等内容。虽然，这样的新闻有其可视性，

但这些并不是构成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  中宣部主管新闻的李东生副部长有一段话说得

好：“负面新闻不能串糖葫芦，这样组合的信息是失真的，尽管其中的单个是真实的。”  可

见，说这类“民生新闻”反映了社会和时代的本质真实，是名实不符的。倒是美国学者李普曼

的“探照灯”观点可以为此作理论支撑。李普曼认为：“新闻首先不是社会情况的一面镜子，

而是一种突出的事实的报道”，“它就像探照灯的光束一样，不停地照来照去，把一件又一件

事从黑暗处带到人们的视线内。人们不能够单凭这种光线来从事世界上的工作。他们不能够通

过事件、事变和战争的爆发来统治社会。”  将这类“民生新闻”定位为“突出的事实的报

道”，恐怕要名实相符些。 

3、它最关注的不是“民生”、“人本”，而更关注节目的收视率。不少论者从“民生”字面

出发，联系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来理解“民生新闻”，最终推导出它是“以

人为本”为报道理念的。其实，自2002年《南京零距离》走红，后趋者首先看好的就是它的收

视率，关注的是它在商业上的获利。一位去电视台“民生新闻”栏目实习的学生，刚去总监即

告之：“关注民生，奇闻趣事，突发事故，最好是车祸、闹市打架、跳楼、跳桥、火灾等

等。”学生感慨：“我今天才体验到记者惟恐天下不乱这句话原来是真理。”也因为此，不少

记者一听到突发性灾难，第一反应竟然是欣喜若狂。显然，这与“以人为本”的理念已相去甚

远了。已有人指出：“一些‘民生新闻’为吸引观众眼球，对跳楼、暴力、扫黄打非、凶杀火

并、色情事件趋之若鹜，为第一时间获取这一类‘刺激性’题材，一些民生新闻栏目不惜派记

者24小时守候在110指挥中心，一有情况马上随巡警出动。在这些新闻中记者恍若一名旁观

者，自然主义地记录下一段以一段的火爆场面。虽然这样的东西对电视台的‘收视率’起到了

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这样做的结果最终将导致民生新闻栏目走向庸俗化，并且使电视新闻媒介

的公信力下降。” 当然，收视率的提高与“以人为本”并不矛盾，但如果我们不看到问题的

实质，只是好心地为“民生新闻”简单地贴上一些炫目的标签，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民生新闻”名实不符的情况比较严重，一些似是而非的提法应当厘

清。 

二、是什么因素提升了“民生新闻”的收视率？ 

1、灾难+本土化=环境监视。前面提到，《今日一线》唱主角的是灾难报道（广义地看，它的

所有负面内容的报道都属此列）。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灾难事故基本上都发生在本地。这就

是许多论者都提到的“民生新闻”走“本土化”的路子。很明显，灾难与本土化是“民生新

闻”最为重要的两个主打元素。 

《今日一线》制片人王欣谈过一件事很令人回味。2005年5月9日发生了许多大事，所有媒体都

聚焦两件大事：一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庆典；二是台湾的

宋楚瑜在湖南祭祖。这都是很值得关注的大事。但同一天，广州还发生了一件事。这一天广州

下了一天大雨，上下班高峰时期广州的交通惨遭大水的冲击，公交线路已近瘫痪，成千上万的

市民经受水浸之扰。数间学校变成池塘……《今日一线》选择了哪？王欣说：“《今日一线》

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在许多记者拿着长枪短炮在争远处同一个故事时，《今日一线》的记

者更多在关注自己脚下的城市，选择把这场大雨的影响讲清楚。谁受害了？谁有麻烦了？谁该



出面解决问题了？明天是否还有大暴雨？看了节目，市民明白了，心也安定了。”7 这是“民

生新闻”价值取向最生动的说明。 

灾难与本土化加在一起是什么？就是对生存环境的监视。不少论者都提到“民生新闻”是对传

媒本性的回归，即官本位向民本位的回归。我同意“回归”一说，但回归的是什么，我是有不

同的看法的。传媒的本性（准确地说，应当是新闻的本性）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帮助受者监

视所处的环境，及时报道不安全因素。传播学家描述新闻的发生形态时举例：在一个原始的部

落，在外巡逻的部落村民发现不远处有老虎活动，给部落村民的生存构成威胁，于是紧急向部

落首领报告：“老虎/两只/一大一小/就在附近的山头/离我们不远/正向我们走来……”。可

见监视环境安全是新闻最基本功能之一。如果说“民生新闻”回归了新闻的本性，这一点才是

最突出的。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身边的安全、眼前的安全才是最关心的安全。从新闻价值角度

来说，接近性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价值因素，而接近性因素中，需求上的接近是最为关键的。按

马斯洛关于人的需求层次理论，安全需求又是人的所有需求中最基本需求之一，特别是当环境

存在不安全因素时，这一需求会变得特别突出。《今日一线》等“民生新闻”节目抓住了这一

点，不只是吸引了受众的眼球，更重要的是抓住了受众的心理。这样，收视率的提升就不难理

解了。 

2、“故事”+“现场”+“跑腿”=受众中心。《今日一线》由3个板块组成，即“封面故

事”、“一线现场”、“记者跑腿”。这三个元素所具备的意义很值得探讨。 

先看“故事”元素。不消说，这一元素在叙事作品中是最具吸引力的。自中央电视台1993年首

倡“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获得巨大的成功以来，“百姓故事”事实上成了电视节目中广泛

应用的“民生”元素。“百姓自己的故事”包含了两方面的元素：首先对故事的主角有要求，

考虑的是内容上的接近性；其次对讲述的内容有要求，“故事”内核与故事形式满足了内容的

趣味性和形式上的可接受性。但严格地说，它侧重的是前者，即“讲谁的故事”，据说中央电

视台让王刚来说这一广告语，最得意的即是其中“自己的”这一限定词说得特出彩。而《今日

一线》等“民生新闻”中的“故事”，在“讲谁”和“讲给谁听”二者上，已经变得倾向于后

者了。如《今日一线》的“封面故事”并没有将故事的主角全限定在“百姓”这一范围中，如

自宫的变性人、吃女儿耳朵的母亲等，已属非常罕见者。但这样的内容是百姓感兴趣的。“封

面故事”对“讲给谁听”的重视，体现的是“受众中心论”的原则。简单地说，受众的兴趣成

了新闻选择的第一标准。 

再看“现场”元素。提供现场画面与场景，是电视媒体之于平面媒体的最大优势。关于电视媒

体，长期以来一直有“声画关系”之争，即究竟声音与画面对于电视新闻而言哪个更重要？强

调电视技术的学者往往更强调画面的意义，理由很简单，电视电视，强调的就是“视”嘛！而

现场就是最可视的元素。《今日一线•一线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灾难所造成的损害画面触目

惊心：被撞得粉身碎骨的汽车，被碾得支离破碎的躯体；从高楼跳下后横陈的尸体及满地的流

血，被凶徒碎尸后的人体；凶斗后的头破血流，受骗后的悲痛欲绝……不需解说，画面已令人

颤抖。这种刺激性的画面，“视觉冲击力”是不言而喻的。按麦克卢汉关于“冷热媒介”的划

分理论，这是一种“热”的媒介方式，即画面所给的信息很全面，受者无须多思考容易掌握。

对于市民百姓而言，这种传播方式的效果较好。反过来说，重视电视新闻的现场要素，从客观

上满足了受众的接受特点。 

最后来看“跑腿”。《今日一线•记者跑腿》时间不长，以记者帮百姓维权为内容。在这里，具

体的“百姓”个人在现实中虽是弱者，却有记者为之“跑腿”解决问题，临时享受了一番“大

爷”的滋味。为人民服务在这里具体变成为受众服务。即使是这种施助面对于生活中的广大受

众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即使是这种施助不见得都解决了问题（事实上，该栏目的“跑腿”事项

“搞定”的并不多），但记者的立场（如其口号为“鞍前马后，服务到家”）很让受众受用，

他们会感到他们的地位得到了充分的尊重。 

 



可以说，《今日一线》从内容到形式的设计，都体现了“以受众为中心”的理念。它赢得受众

的青睐是不难理解的。 

上述两点，是《今日一线》的重要“卖点”，其他“民生”类的电视新闻节目，也大都如此。

“民生新闻”收视率提升的“秘笈”，盖在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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