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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新闻革新与新闻报道理念的变化 

作者： 张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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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骏德 叶昌前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传播全球化、科技现代化的今天，电视新闻的革新最为迅速，进而引起的新闻报道理念的变化也尤

为显著。  

2003年，有人称它为“广播发展年”，有人称它为“电视新闻革新年”。这一年的电视新闻革新，乘着党的十六大精神

的东风，贯彻中央领导关于新闻报道“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在电视频道专业化的基础上，出现了

电视新闻传播方式的新态势、新样式，也同时出现了电视新闻报道方式的新演变、新发展。在此基础上，新闻报道的理

念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一.电视新闻现场直播在新闻传播中具有独特的强大优势，改变了新闻定义。  

电视新闻现场直播，特别是对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的现场直播，依靠的是通信卫星与高科技的传输手段，在新闻传播中

具有独特的强大优势，表现在：提高新闻时效，使受众产生与事件进展的同步感；展示事件全貌，使观众产生身临其境

的现场感；面对面直接传播，没有任何中间环节，使观众产生亲信感；调动有意注意，使观众产生参与感。电视新闻现

场直播，打破了传统的对新闻定义的理解，新闻不仅仅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且是对刚刚发生、正在进行中的

事实（事件）的报道。这在电视台对伊拉克战争的现场直播中尤为明显。  

中央电视台对伊拉克战争的现场直播，正是充分发挥了电视新闻现场直播的优势：其速度之快、时间之长、规模之大、

品位之高、影响之广、效果之好都是空前的，在中国电视新闻传播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伊拉克战争是北京时间2003年3月20日10点35分打响的，几分钟后中央电视台第一、四、九套节目分别打破原有节目播出

计划，迅即现场直播跟踪战争进程。特别是CCTV-4中文国际频道已经实行24小时滚动播出新闻，其《关注伊拉克战争》

特别报道更是全程跟踪并同步、全方位报道战争进展与相关事件，长达32天数百小时。这一中国电视史划时代的壮举，

既体现了央视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与“三贴近”思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实际行动，又体现了央

视按照电视新闻传播规律办事的踏实作风，还体现了央视已在国际新闻舆论的同平台竞争中取得了强有力的“话语

权”。正如中央领导评价央视报道“总体把握很好，既满足了观众的信息需求，又很好地把握了导向”，“既客观准确

地报道了我国政府的态度和立场，又快速、客观、充分地报道了战争的趋势，起到了很好的导向示范作用。” ①电视新

闻走到今天，直播已成为新闻报道的常态，不再像以往那样属于“特别节目”了；更强调整体运作，信息与深度报道、

访谈与评论衔接得十分紧密。更注重对突发新闻事件的应对与处理。这是新闻频道的优势，也是新闻节目的指向；重点

是在对事件的分析与点评上，形成一种主流的视角并以此来影响广大受众。而这一切显示了一种非常大气的“大编辑

部”意识。中央电视台这次围绕伊拉克战争的直播报道，无论在时效、规模、品质、技术还是组织运作的流畅上都很好

地体现了这种运筹帷幄的“大编辑部意识”，坚持了正确的舆论导向，及时反映了我国政府关于伊拉克问题的原则立

场，并且比较充分地满足了中国受众了解世事的信息需求。  

央视对国内重大新闻事件的直播也有重大突破，现场直播已成为电视新闻频道的“常规武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在

开播后两个月内，现场直播节目累计已达150多场，时间总长度已超过2002年全年央视的电视新闻直播总量。各地电视台

运用现场直播手段也已普及。  

电视新闻现场直播种类有重大突发事件的现场直播、可预见性新闻事件的现场直播、媒体参与策划的事件的现场直播

等。从实践看，不是任何新闻题材都适合直播，有些意义不大、缺乏情节、过程拖沓、进展迟缓的事件不适宜直播；同

时直播具有排他性，直播节目太多了，会妨碍在有限时间内给受众更多的信息。客观地说，电视新闻现场直播应与现场

录播有机结合、相得益彰，才能最充分展示电视强势媒体的传播威力。  

二.中央电视台成立全天24小时播出的新闻频道，在第一时间满足受众的知情权与认知欲。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是国家级的全天24小时播出的电视新闻频道，这是2003年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的头等大事，也是中国

电视新闻事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它标志着我国中央电视台向世界级大台方向迈开了大步。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从2003年5月1日起试播，7月1日正式开播。据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赵仙泉同志介绍：②央视新闻频

道的“开篇辞”开宗明义地向观众宣告：  

……无论凌晨还是午夜，每天24小时，只要您打开电视机，选择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您就可以看到最新发生的事件，

听到最权威的评论，触摸到这个世界跳动不息的脉搏。……与世界同步，是新闻频道的宗旨。……贴近实际、贴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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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媒介管理之可持续发展战略观 

作者：罗晓娜┊ 2006-05-29 

  一、 媒介与管理  媒介管理，顾

名思义即是指存在于媒介领域内的管理

问题。媒介是一种复杂的实体，其性

质、类型及功能的定位都是随着不同的

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与之对应

的一切管理与营运也是应势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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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贴近群众，是新闻频道的方针……看见新闻的发生，看着新闻的发展。让我们一起通过新闻频道，把握时代的脉

搏，感受世界的变化，重塑我们崭新的生活。  

央视新闻频道24小时滚动播出，使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即时报道、同步报道与连续报道成为电视新闻报道的“常规武

器”，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满足受众对社会环境重大变动的认知欲和知情权，大大增强了央视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权威

性、信息量与可信度。像我国第三颗北斗一号导航卫星送上太空、中国货轮在丹麦失事、小汤山43名“非典”患者康复

出院等受众普遍关注的新闻，都在第一时间播出，新闻传播的信息量增加、信息质提高。  

央视新闻频道的专栏《共同关注》、《地方社会新闻》、《财经周刊》、《法制在线》、《文化报道》、《体育周

刊》、《国际观察》等，将社会、财经、政法、文化、体育、国际等领域的新闻信息与资讯及时告知受众；同时，新闻

评论性栏目《央视论坛》、《声音》、《新闻会客厅》等又对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与重要社会问题进行分析与解释，呈

现给受众的是意见性信息，给人以理性的思考与启迪。《共同关注》栏目关注的是民声、民情、民意，将记者采访、专

家评说与观众网友发表看法链接在一起，实现了新闻报道与观众参与、受众反馈之间的互动，大大增强了新闻传播的效

果。  

三.电视深度报道向新闻的本源回归，坚持“用事实说话”。  

深度报道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迅速崛起，至今已成为新闻媒体加强舆论监督、增强竞争力、提升传媒品牌、扩大社

会影响、吸引受众注意力的有力手段。  

深度报道是题材重大、报道面宽广、全息组合、深刻透视新闻事件或社会问题、富有理性思辨的一种报道方式。当然，

中国电视新闻起步较晚，电视深度报道起步更晚，但发展势头却更迅猛。1994年4月中央电视台在晚间黄金时间开办评论

类的深度报道栏目《焦点访谈》，栏目定位是：“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基

本原则是“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栏目宗旨是“把握生活主流，遵循电视规律，增强传播效果”。1996年5月中央电视

台又推出调查型深度报道栏目《新闻调查》。有学者称前一种深度报道为“主观性”深度报道；而后一种为“客观性”

深度报道。《新闻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客观地展示“新闻背后的新闻”、“原因背后的原因”，虽然也有一些评论语

言，但不是节目的指向，评价与主张让观众自己去把握与领悟。  

近几年来，我国各省、市（地区）级电视台纷纷推出10至15分钟的深度报道栏目，很大程度上受《焦点访谈》的影响。

在电视界称之为“焦点访谈现象”、“克隆现象”。不管如何见智见仁评说，《焦点访谈》的成功，表明我国的电视深

度报道节目继报纸深度报道之后，已经进入一个比较成熟和成型的阶段，而且从单个深度报道节目制作进入批量深度报

道栏目制作的阶段。在我国深度报道的发展史上，《焦点访谈》具有里程碑式的典范意义。  

2003年以来，央视的《焦点访谈》栏目明显减少了主持人的评说部分，而增强了图像部分的现场拍摄镜头与同期声，大

量运用“展示”的报道方式；实际上是增强了“用事实说话”的力度，使栏目成为可靠的叙述者。我们称之为“电视深

度报道向新闻本源（新闻事实）的回归”。同时更强调用真实的力量震撼人，不断地运用最具冲击力的画面打动人，呈

现的是情节、细节和一个个真实感人的新闻故事；以明快的节奏去争夺新闻市场的报道份额，这对于锁定人们的视线具

有突出的传播效应。  

现在新闻传播学术界对“用事实说话”争论不休，有的甚至怀疑其正确性。其实“用事实说话”是新闻报道的原则，早

在上世纪40年代延安革命根据地办报时期就明确的。胡乔木同志曾在《人人要学会写新闻》③ 解释“用事实说话”的报

道原则与新闻写作基本要求：“学写新闻还叫我们会用叙述事实来发表意见。我们往常都会发表有形的意见，新闻却是

一种无形的意见。从文字上看去，说话的人，只要客观地、忠实地、朴素地叙述他所见所闻的事实。但是因为每个叙述

总是根据着一定的观点，接受事实的读者也就会接受叙述中的观点。”这实际上要求不管何种新闻报道方式都要坚持

“新闻的本源是客观事实”、“用事实说话”的原则。  

目前电视深度报道方式大普及，而有的电视台的深度报道节目讲大道理（人所皆知）、空道理（人所厌倦）多，现场拍

摄的图像又少，新闻信息量贫乏，传播效果就差。这实际上违悖了上述原则。而近来《焦点访谈》采用精讲（精辟的意

见性信息）、多现场图像与同期声（典型的事实性信息）相结合的方式，正是实施精品战略、讲究有效传播的得力措

施。试以《焦点访谈》栏目2003年11月11日节目《永远的战士》为例，该节目评述的是“11·3”衡阳大火，20位消防战

士在灭火战斗中因楼房倒塌而壮烈牺牲的事件，除了节目开头主持人有背景交代与点评外，其余全为火灾现场的图像

（衡阳电视台提供）、央视记者事后采访的废墟现场、采访衡阳消防队领导、战士、居民的图像与同期声。消防战士们

奋不顾身将火灾大楼中的94户人家412人全部转移抢救出来，而自己牺牲了20位同志，这一典型事实已充分说明了一切。

特别是图像的视觉冲击力震撼人心，而一位战士说“当兵就意味着牺牲”作结束语更显高尚品格与壮烈情怀。可见，央

视在如何改进电视深度报道方面又在全国电视界带了个好头。  

目前中国的电视深度报道正处在活跃期，它的发展前景看好：1.经济领域的深度报道在数量上增加、质量上提高。2.随

着中国入世后“信息透明度”原则的贯彻、党的十六大以后的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调查型深度报道将有更大的发展。

3.评论型深度报道不再局限于曝光式的批评性报道，更多的眼光投向富有建设性的议题。4.电视现场直播类深度报道，

在应对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中，将越来越显示其“独门武器”的威力。电视现场直播，通过卫星传输信号、前方记者播

报、专家评析、同声传译、电话连线、字幕移动等，全方位多角度报道重大新闻事件及其社会背景、发展趋势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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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满足了受众的新闻欲，最大限度地尊重并实现了公民的“知情权”。当然，这种报道方式

需要现代高科技传播技术与手段的支持，需要放在中国媒体发展战略的地位中考虑。（作者分别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

授、博导；副教授）  

注释：  

① 引自韩彪《中国电视新闻史上划时代的标志性事件》，《电视研究》2003年第6期。  

② 详见赵仙泉《略论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理念与探索》，《电视研究》2003年第9期。  

③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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