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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电视新闻节目互动传播研讨暨外宣协作会会议纪要 

作者： 《现代传播》  

关键词： 新闻节目 互动传播┊阅读：455次┊ 

2003年1月8日至1月10日，由南京广播电视集团主 办的2003年电视新闻节目互动传播研讨暨外宣协作会在古 城南京举

行。中央电视台海外新闻部、部分省市电视媒体 的代表和来自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全国记协、中央电视台、 北京广播

学院、暨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就电 视新闻节目的互动传播以及在新时期如何做好外宣协作工 作等议题展

开了热烈而富有成效的讨论。 

南京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周莉首先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她说，2002年以来，南京电视台借助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 的传

播平台，对发生在南京的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进行了 连线报道，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希望通过此次会议， 在理论

和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出一个最佳合作方式，进一 步加强合作与沟通。 

中广学会副会长张振华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 闻改革走了两大步：第一步是20世纪80年代，解决了新 闻报道

“次数少”的问题；第二步是在90年代集中开办了 各种形式的新闻性栏目和深度报道，中国新闻走向立体化、 层次

化、专业化。尽管如此，当前中国电视界的主要问题 还在新闻。央视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最困扰中国电视界 的三大

问题中，第一是电视新闻应该加强对老百姓身边事 的报道，第二是加强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批评监督。尽管新 闻立台已

经成为大部分台的共识，各个电视媒体也在新闻 报道的内容与形式、舆论导向、策划机制与力度、节目架 构等方面展

开了激烈的竞争，但新闻节目的立体化问题依 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谈话类、舆论类、调查类等多种栏 目与普通新闻

还没有组成一个立体化的构架。在对外宣传 方面，还没有摆脱对内宣传的调子、空话、套话，因此当 务之急是使用个

性化的语言，学会大题小做或者小题大做。 在新闻舆论导向上，在注重显性导向的同时，要把握好隐 性导向，否则就

会产生正面报道的负面影响。 

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赵立凡认为，中央电视台第四套 和第九套节目通过9颗卫星，已经覆盖了世界的每一个角 落，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外宣平台。在实际运作中，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4套和9套不仅是中央电视台的，而 且是我们大家

的，只有大家共同来演出，才能让人爱看， 才能打进西方的主流媒体。中央电视台与各地方电视台开 展连线报道，无

疑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中央电视台海外新闻部主任杨刚毅简要介绍了央视国 际频道(CCTV-4)2002年9月2日以来的改版情况，并 对连线报道的

模式、基础、本质特征、价值判断和如何改 进对外新闻宣传作了精辟而独到的阐述。他指出，连线直 播可以使观众更

加接近新闻本源，把采访过程直接呈现给 观众，让观众感受到信息的流动。主持人与记者之间的 “互动”，不仅摆脱

了新闻的播报腔，还带来一种新鲜感。 卫星网、光纤网、宽带网和微波等技术发展提供了物质手 段，准新闻频道和新

闻频道的建立又提供了足够的载体，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连线报道大有可为、大有作为。而目 前连线报道主要采用的

五种模式包括：(1)演播室主持人 +演播室主持人十出镜记者+新闻；(2)演播室主持人+ 演播室主持人+专访人物；(3)演

播室主持人+现场记者 十新闻；<4)演播室主持人+记者或专访对象，通过电话 采访，屏幕显示对象照片；(5)演播室主

持人+在任何地 点的人物。目前连线报道还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直播 --主持人、记者、画面同步，这是下一步要努力

的方向。 对于对外新闻宣传问题，他指出，主要是：宏观的多，微 观的少；鲜活、生动的少；过去时多，现在时少；

静态多， 动态少；大人物多，小人物少。解决措施首先是要加强针 对性，贴近百姓生活现状，突出实用性、生动性和

知识性， 不能有明显的排他性。其次要使用客观报道、平衡报道等 各种方式，实现大主题小切口，尽量多地使用同期

声、外 方说+我方说等形式，让新闻事实说话。要根据新闻价值 来确定新闻时间，来排序时政新闻。要摒弃主题先行的

制 作方式，让观众自己得出结论。寻求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 尝试现场直播式的连线报道。此外，新闻的快速反应机

制、 人员素质、与地方台、世界各地媒体的合作关系，节目、 频道的包装也必须加以改进。 

中央电视台总编室研究处主任编辑张群力认为，连线 报道要体现一种发散性的思维、区域性特点。在策划过程 中要从

表面上不相关的事物中找到内含的逻辑性和思想性。 中广影视传输网络有限公司刘振洲指出，目前连线报道主 要问题

是设备投人。此外，东方电视台副主编陶丽娟就连 线报道的新闻环境、山东电视台制片人李楹就连线报道样 式的拓

展、广州电视台主任助理徐斌就外宣粤语播出的可 能性、安徽电视台副主任李潮阳就连线报道选题的筛选发 表了自己

的见解。 

北京广播学院《现代传播》副主编胡智锋教授对连线 报道这一节目样式作了理论上的界定。他认为，从内涵上 看，电

视连线互动报道是通过电话、微波、卫星、网络等 技术手段，作同一时间、不同空间的对接报道。同时，他 提出连线

报道作为一种电视新闻的准直播，它不仅是符合 新闻传播规律和国际惯例的一种体现，而且还意味着百姓 参与新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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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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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李幸教授说，连线是准直播，直播只有常态才有价值；与 此同时，他还

从悖论的角度谈到，连线一旦成为一种模式， 固定结构，观众看久了就生厌；而电视的结构应该更灵活， 不是写文

章，不能按一般起承转合的方式，不然就成了电 视八股。暨南大学电视学者黄匡字等专家，就连线报道的 意义、价

值、观念、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学术层面的分析。 

(记录者：王嘉、孙可嘉、周茹、吕正标，南京师范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1级新闻学研究生；整理者：王洪， 南京广

电集团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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