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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人物的形象传播

——评系列报道《部长访谈录》 

作者： 赵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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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学认为，形象传播效果（Image Effect of Communication）是电视所特有的一种传播效果。在大众传媒中，报

纸、杂志和广播只传播信息，不传播人物的活动形象。只有电视，既传播信息，也传播人物的活动形象。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从1998年3月28日期至4月下旬推出的系列人物报道《部长访谈录》，在各媒体中正是充分发挥

了电视的这一独特优势，取得了良好的形象传播效果，获得了广大观众的普遍好评。  

1998年的春天，举世瞩目的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的机构改革方案，新部委及其新当选的部长无疑成为社

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门话题。电视新闻节目以何种内容和形式报道这一热点，怎样满足观众的心理需求，这的确给电视

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  

《部长访谈录》采取访谈与背景穿插的有机结合方式，充分展示新部长的主要经历和个性魅力，同时访谈中通过新部长

的阐述将新机构、新职能、新使命以及施政纲领融进议题之中，体现出新闻性、思想性和人情味的统一风格。  

电视媒介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推进器，它打破了政治和政治家的神秘感，增加了透明度，为高层决策者和普通百姓之间架

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因此，在电视上展示风采的部长们通过与记者“谈心”，而显示改革开放年代政治家的平民意识

和亲切感。从电视节目中我们了解到，建设部部长俞正声尽管到北京已经半年多了，他的所有家当还装在箱子里，他笑

称自己是个“无房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已的亲属仍都在农村务农，他并没有利用职权为家人谋求利益；教

育部部长陈至立出生在福建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这些信息所传递的不是“权威”，而是感人

的生活真相，观众的心也为之一动。此外，部长们的处世准则和工作方法由他们亲口道来，闪烁着智慧的火花。发展计

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的六字箴言："勤学、兼听、躬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的“四不”：“一不当太平官，二不当糊涂

官，三不当贪官赃官，四不当面团官”；水利部部长钮茂生的八个字：“提心吊胆、如履薄冰”；交通部部长黄镇懂得

“约法三章”：“不吃请、不受礼、不题词”；司法部部长高昌礼的四字信条：“风正行远”……这些高度凝炼的警

句，没有华丽的修饰，可以说都是政府要员的心迹，而不是什么豪言壮语，经过电视的广泛传播，分明在总体上表明新

部长们是值得人民信任的。  

《部长访谈录》所传播的新的观点和思想，使人们感受到今日中国的领导者在文明程度上确实更加与世界同步了。比如

说人事部部长宋德福提出公务员要为纳税人服务，这种观点显然是对传统的官本位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否定，体现了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政治家的宽广视野。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引用德国前任审计长扎维尔.勃格的"看门狗"理论，一

语道破审计机关在看管国家财产方面的特殊职能。西方政府长官的经验之谈，被中国政府官员引用，这本身就是一种开

放、务实的姿态。  

这组系列报道的记者提问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常常直逼热点、难点问题，为观众释疑解惑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记者

出境提问，是人物采访节目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来说，人物访谈节目要有空间感，要有使观众视觉感到舒适

的纵深镜头。谈话的节奏也须流畅，最妙的是还要体现记者与被采访对象的思想交锋。显然，这对记者的要求是很高

的。  

我们欣喜地看到，《部长访谈录》推出了许多优秀记者，为将来类似的电视节目制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高层人物访

谈，这一电视新闻品种有着广阔的前景，也是电视记者展示才华的新领域。  

记者面对部长，部长面对观众，在这面对面的时代，电视的面孔是更加亲切了。我们期待更多的亲切。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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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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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