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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央关于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新闻工作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

众”等一系列指示的出台，说到底就是要在宣传思想工作中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壮大主

流媒体的实力、提高影响力和竞争力。因此，深度报道就不再是新闻报道中的文体与形式问题，它将

成为主流媒体提高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一种有效的方法。 。  

许多深度报道的重要特点是对事实的本质作理性的揭示。这种深度是怎样达到的？  

  分析一些报道，我认为，通过大量新闻事实及背景在广度上的汇集，先实现知性，继而实

现理性的发现。具体到报道上，从调查到研究是一条有效的路径。  

广泛深入的调查是 从感性走向知性的路径  

  对于认识事物的过程，一般人们讲得较多的是“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事实上，“知性

是不同于感性认识的抽象思维，是人的认识历程中达到理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康德曾

经把认识划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种，后来黑格尔也沿用了这一说法。马克思在他

的伟大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也把知性和理性加以区别，具体阐明了感性、知性、理

性的认识过程，并且还说这是唯一正确的科学方法。这个区分对我们在新闻报道中科学地运用

从调查到研究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启发。  

  在新闻报道中，对事实的调查，往往是达到知性的认识的有效路径。世上万事万物，有着

复杂的背景和幕后的事实，并不能通过突击式的捕捉和积累式的观察而发现。这就需要记者的

专业调查。  

  在我国新闻界，调查研究被公认为记者的基本功，公认为提高报道质量、增强报道有效性

和针对性的法宝。尤其在承担党和政府“耳目喉舌”功能的新华社，诞生了一批批以调查型采

访知名的记者。社长田聪明在新华社７０周年纪念大会上总结说：７０年来的大量事实告诉我

们，新华社一切有影响的重要报道和有突出成就的记者，都是坚持不断深入调研的结果。    

  以新华社记者慎海雄的作品为例。１９９１年，慎海雄在浙江山区采访时，对全省１０多

位曾经赫赫有名的山林大户作了追踪，结果发现绝大部分大户已经是家徒四壁，穷困潦倒，有

些甚至已经流浪他乡。他们成了地方领导为了政绩和赶时髦而昙花一现的牺牲品。深思之余，

便写了一组《山林大户悲喜录》的调查报告，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汇入笔端。稿件发出后，林

业部、浙江省政府领导作了批示，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将稿件转发到了各县市，并出台了一系列

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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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４年，缙云县１８个村农民状告壶镇镇政府以改制为由将一家年产值上千万元的缝

纫机厂无偿转让给个人。当时浙江省的许多报纸还在连篇累牍地介绍“壶镇经验”，慎海雄经

过实地调研，并走访许多农村经济界人士后，感到乡镇集体企业需要改制，但决不是像这种改

法，这种改制的实质就是变相鲸吞集体资产。记者进行的调查引起省委书记的重视。但由于个

别人的抵触，此事没有下文。记者又连续追踪了三年，三赴现场调查，直到１９９７年中共中

央办公厅的同志专程前往浙江调查，在浙江省乡镇企业局大楼里专门听取了记者汇报，并明确

向省委提出了处理建议。有关人员以侵吞公共财产而被判刑入狱。省委、省政府办公厅还以此

为鉴，及时出台了规范乡镇企业转制的文件。    

  这只是慎海雄调查式采访经历中的两例。这样的调查方式总的来说，具有关注大局、长期

积累、问题在胸、注重研究的特点。他的这种调查，更多地体现为把握形势主流、把握政策方

向，政策性相对较强。  

要在调查的基础上深入研究  

  在强调深入思考、深入研究的今天，在调查型采访的基础上还进一步拓展出一种“研究型

采访”。这种采访的方法是，充分运用所掌握的素材，着力进行思想层面意义的开掘，给人以

重要的启发。这种采访，主要围绕思想理论、政策、概念等要素进行，具备事实调查、案头汇

总、材料分析等综合性手段，是增强报道的思想深度和理论内涵的重要方法。  

  新的概念往往是一个系统想法的集中体现。这也是新闻记者研究型采访的重要领域。    

  １９９７年７月２０日至２７日，新华社以“餐桌经济系列报道”的栏目，连续播发了我

和蒲立业采写的《我国餐桌经济增长潜力巨大 农民瞄准餐桌种地大有可为》等８篇稿件。这

组报道的核心内容实际就是“餐桌经济”这个概念。  

  这是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同志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发言时首先提出

的。南振中说，农业生产者已经有了市场经济的观念，他们在经营农业时已经想到了“赚

钱”。种地的农民从土地上赚不到钱，农业就难以稳定；种地的农民从土地上赚不到很多的

钱，农业也难以从根本上得到加强。从这条思路出发，南振中进一步思考了“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条件下如何让种地的农民多赚钱”的几种选择。经过比较分析，靠中西部地区农民自己的

力量和智慧使自己尽快富裕起来，是最现实的途径。而它的具体实现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延长农

产品的产业链。   

  南振中同志的这一认识，是一个把许多农业、农村、农民的题材聚焦在一起的好概念，是

个让人眼前一亮的概念。但以这个概念进行新闻报道，难度不小。  

  首先，这个概念不是哪个政府部门的工作范围、管理范围所能产生、所能包容的；其次，

这个本身就很形象的概念，通过我们的采访，是阐释得更生动呢？还是把它阐释得枯燥了呢？

我们把这个题目当作一次“研究性报道”的尝试来搞。  

  这样，工作方法也明确了：一是广泛地搜集材料，积累论据；二是明确具体的论点；三是

找到合理的逻辑关系；四是稿件写作上，既要有研究的味道，同时又要使农民都能看得懂、看

得进。  

  与“餐桌经济”这个概念最接近的一个概念是这几年人们广为了解的“菜篮子工程”。于

是，我们来到农业部负责这个工程的部门，找到农业专家闵耀良等同志倾谈。他的谈话给我们

开阔了思路，特别是他建议我们到市民中了解“餐桌”本身到底发生了哪些有规律性的变化，

然后将这种变化当作重要信息提供给一心想尽快富裕起来的广大农民，这样，报道的实际价值

就会很大。  

 



  这个提示，解决了我们尝试“研究性报道”的一个基础性问题：研究任何问题都要从活生

生的实践出发。在研究型采访中，新闻报道的特性，决定它必须坚持实践论观点，让实践中的

大量事实来检验思想的正确与否，最后用被验证的观点和思想再回到实践、指导实践。  

研究政策  

  对政策与实践问题深入研究，也是研究型采访中重要的一种方式。实践本身有着复杂的表

现形态，各种实践思路和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经常需要通过深入缜密的研究，得

出正确的判断。这里举一个关于土地流转问题研究报道的例子。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一种“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说法日渐高涨。２０００

年，江西省南昌县蒋巷镇由政府出面，集中反租农民的耕地５万亩，倒包给广东一家企业。镇

里先与这家企业签了合同，然后再“让农民自愿签字出租”。  

  当时有记者未作调查，即将这种做法作为土地流转的好典型进行报道。有关部门事后调查

才发现，许多农户不服决定，镇里就采取强制手段，迫使农民限期撤离土地。类似种做法，全

国各地都有发生。有些地方采取村民代表会议的方式，以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集中土

地，实际改变了３０年不变的土地承包合同。有的地方则对土地流转下达硬性指标，提出了一

些不切实际的口号。浙江绍兴县就要求２００１年土地流转率要达到４５％以上。更有甚者，

一些地方不进行土地二轮承包，强行收回农民的承包地“由集体统一出租”。与此同时，一些

基层干部对家庭承包经营产生了一些模糊认识，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一些农村干部对家庭承包

经营能否适应现代化产生了疑虑，一味强调规模经营而忽视了家庭承包经营这个根本。  

  这种“土地流转”是否符合政策？认识上并不一致。发生这些事情的地方，往往在媒体上

正面进行宣传，简单地把这些有悖中央精神的做法当成“新经验”、“新典型”进行报道；有

的媒体还提出“土地大集中，农民变股民”、“土地的第三次革命”等不正确的口号，对土地

流转刮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何判断一些地方出现的偏差、以及偏差有多大程度？在对事实进行充分调查的基础上，

必须进行研究。新华社记者宋斌、陈芳认真地研究、消化调查材料，查阅了农村改革以来大量

的历史资料和有关农村土地政策的重要文件；同时重点学习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农村土地问题

的重要指示和谈话，并走访了研究农村、农业问题的专家，听取他们对农村土地流转的意见和

建议。通过这些基础研究，他们思路清晰了、观点明确了，最后采写出《尊重农民意愿规范土

地流转——当前土地流转问题综述》，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各种错误做法进行剖析，明确提出

“土地流转必须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对规范搞好土地流转提出了政策建议。为将

中央农村土地政策说透、说清楚，他们又采写了述评《家庭承包经营决不能动摇》，对家庭承

包经营必须长期坚持不动摇作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深刻阐述，对各级干部如何贯彻执行好党的农

村土地政策、保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些稿件发出后，引起了从中央、省部

到基层干部、农民的广泛关注，中央于２００１年底专门下发了稳定家庭承包、规范土地流转

的文件。  

  像这样的报道，事实调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调查采访中不能偏信一家之言，尤其对一

些“新经验”、“新探索”，要放在中国国情的大背景下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也就是说，这

种研究型采访的关键在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是充分发挥新华社记者在政策

研究上的优势取得成果的较有说服力的一个实证。  

研究思想理论  

  ２００１年纪念建党８０周年的报道中，新华社采写播发了《从〈共产党宣言〉到“三个

代表”》这篇富于思考色彩的政论式报道。江泽民同志２０００年初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日益深入人心，成为全党行动的纲领性文件。新华社记者以发展的眼

光，抓住纪念建党８０周年这一契机，深入探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与实践

基础，从《共产党宣言》到“三个代表”这一理论脉络的继承与发展提出命题，这个提法本身

具有较强的新闻性。记者广泛采访了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众多专家学者，从大量素材中确立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新境界”这一

主题，又深入研究，大胆思考，揭示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理论上的创新。  

  这篇报道播发后，许多报纸以显著位置刊用。这篇报道，围绕全党、全民族所面临的重要

课题，进行准确的把握和深入的研究，是成功的基础。  

  采写政论式报道的重要环节之一就是加强研究。而这种研究又是新闻记者所使用的独特的

研究方法，即广泛采访、多方汇集、分析比较，最后在展示各方理论思辨成果的同时，也表现

出新闻记者自己的思想成果。  

  感性、知性的工作，是通向理性收获的桥梁。我们新闻通过调查、进而研究社会问题，成

果即表现为深度报道。这是从事实中升华出理性光芒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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