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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的背后

——访《焦点访谈》总制片人梁建增 

作者： 张 英  

关键词： 人物访谈 梁建增┊阅读：204次┊ 

没想到《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新闻调查》和《实话实说》的总制片人，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第三任掌门人

梁建增会如此年轻。 

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诞生了。梁建增从《观察与思考》转到《焦点访谈》，担任制片人工作，5年以后出任《焦

点访谈》中心策划组制片人，那一年，《焦点访谈》收视率直线上升。 

最近，梁建增出版了《焦点访谈红皮书》，披露了《焦点访谈》的许多幕后故事。 

能够播出的只有70% 

南方周末（以下简称“南”）：当时的《焦点访谈》确定的风格和现在的风格有什么变化？ 

梁建增（以下简称“梁”）：从制作样式来说，我们注重了用调查的方式讲故事，也就是用事实来说话。我们做的第一

批样片，是三个有关舆论监督的片子。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一个是《北京郊区有一座坟茔》，说的是北京顺义高丽营乡

侵占良田乱建墓地的事情。还有一期叫《吹牛皮也要上税》，说的是上海一家化妆品企业做虚假广告宣传，最后被处罚

的事。再一个是《游戏机游戏着什么》，是反映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法电子游戏厅，对青少年身心造成不良影响的

节目。这三期关于舆论监督的节目，已经基本包含了《焦点访谈》的重要元素，也形成了我们现在“用事实说话”的风

格。 

南：在进行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你们的作用究竟有多大？ 

梁：一方面《焦点访谈》的记者在努力用他们的热情、勇气和智慧进行舆论监督，另外一方面由于媒介自身的功能，这

档节目起着一种上通下达的作用，把很多我们工作、生活中间遇到的一些因为种种原因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通过

中央电视台这个平台曝光，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促使相应的职能部门进行干预，使问题得到解决。 

电视是一种强势媒介，看得见，摸得着，铁证如山，再加上中国人还是喜欢看电视，看电视的人群庞大，这些都决定了

它的影响力。 

南：以前为了保险起见，做完的节目先在《东方时空》的《焦点时刻》播出，时间是早晨，觉得没什么问题，再在晚上

的《焦点访谈》里播放，这些节目里有没有早上播出晚上没有播出的？ 

梁：好像只有两个：一个是足球；当时的戚务生担任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教练的一篇报道，引起了中国足球协会的强烈

反弹，后来没有在晚上的《焦点访谈》播。另外一个好像是卖什么灵芝孢子粉的，这个骗子专骗老同志，后来因为有位

老同志干预，节目也没有在晚上的《焦点访谈》播。这样的例子是两个意外。后来我们发现，我们的社会承受力也是在

不断上升的。上午的《焦点时刻》很快就告别了它的使命，晚上的《焦点访谈》正式独立开播。 

南：《焦点访谈》在制作完成以后，正式播出的节目占多大比例？ 

梁：一般来说，我们有100个选题，最后能够播出的只有70％，其中有20％可能是由于事实和举报的内容有出入，或者因

为我们的记者赶到事发地，由于时间的关系，事件的面貌无法查清，或者由于事发地政府或者有关单位的阻挠，使我们

无法取得证据，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就停止工作，这个选题就半途而废了。我们宁愿经费损失，人力白费，决不

能勉强做。 

还有10％我们已经做完了，由于情况有变化，或者是政策原因，不合适公开或者不能播出的节目。我们从去年建立了一

个渠道，把这样10％不适合公开不能播出的节目，做成《焦点访谈》节目内参，集中转交给中央领导，由他们直接处

理。 

南：现在，《焦点访谈》在老百姓那里已经成为一个神话了，仿佛你们无所不能。今天我在电视台门口还看见了一排队

伍，都是要找《焦点访谈》反映问题的。这些人投诉的问题有多少能够被制作成为节目？ 

梁：在我们完成的节目当中，有50％的信息是社会各界用热线电话、信件、Email的方式向我们提供的，剩下50％是我们

的记者、编辑从其他地方采集到的，我们分析、统计、集中研究之后，确定某个选题，再迅速派记者去事件现场调查取

证、采访、编辑、制作合成，然后播出。 

一年365天，《焦点访谈》舆论监督方面的节目只能占33％，所以我们只能找那些有典型性、普遍性的事件、问题和现

象，进行论证、调查、采访，那些在门口排队的人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一般会转给相关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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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2-27

上一篇 PREVIOUS 

下一篇 NEXT 

动态 NEWS 

 

文章 动态   

请输入您要搜索的关键词

nmlkji nmlk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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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播电视发展对媒体体制的影响 

作者：李祥甫 摘┊ 2002-12-25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民众

对英国广播公司(BBC)每年征收的电视机

执照费产生了很大争议，本文谨对该事

件做一评析。一、各国广播电视体制的

类分世界各国的广播电视体制主要有三

种类型，即国有国营制、私有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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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现在，你们在舆论监督过程中面临的困难是什么呢？ 

梁：现在有关单位的应付能力也在增长，常常是我们的记者到了当地，当地已经得到消息，封锁事件现场，追查举报

人，威胁证人，这样我们记者工作的难度也在增加。所以我们现在也在采访中运用一些科技手段，采购一些新的设备，

增加暗访和卧底查访，为的是把事实调查得更加清楚。 

南：作为《焦点访谈》的负责人，你是不是压力很大？ 

梁：两种压力，一种是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自然会成为一种压力。另外一种压力是来自各方面的说情，这是我们所

面临的最大问题，当事人为了维护他们部门或自身的一些利益，利用关系找一些部门和领导个人说情，向我们施加压

力，不让我们播出。 

南：面对这样的说情，你怎么办？ 

梁：他们要么是来说情，要么是来反映不同情况，你总得听听他们的说法。这样的说情人要么是我们的熟人，要么是和

我们打交道的部门，或者帮助过我们的单位。撇开工作不谈，这些来找我们的人，都还是些不错的朋友。我就对他们说

了：我的原则是让事实说话，实事求是，这个节目我们会再看一看，你的理由和意见我们会充分吸娶考虑，我们会按照

一个大的原则来妥善处理，但最终我们会按照我们的工作原则处理。 

坦率地讲，既然说情，就离不开诱惑，离不开金钱与物质，离不开人情世故，而面对诱惑如何把握实在是考验一个人的

重要依据，我不敢糊涂。 

我有三个原则：对事实负责，对自己的良知负责，对当事人负责。在这三条原则面前，一视同仁。我们采访了当事人，

人家接受了采访，特别是一些受到冤屈的普通百姓，从目前中国国情来说，节目播出后，往往能够解决他的问题。但是

如果节目没有播出，当事人可能就会遭到打击报复，他的境遇可能会比我们采访前还要悲惨。 

前天下午，我就接到一个朋友电话，他曾经给我们的工作很多帮助，也是我们的同行，我们之间关系也不错。最近我们

做了一期节目，这个事发地的政府把压力全部给了我这个朋友，对他说，“你不是认识《焦点访谈》的人吗？你必须把

这个事情给摆平１当地政府把压力全部给了他，办好了有好处，办不好就会影响他的前途。这样的压力下，朋友找到

我，我也只能按照原则办事。节目还是播出了。这就意味着你薄了人家的面子，意味着不够朋友，以后也就不会再打交

道了。这三个负责，让我得罪了不少人，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工作，该得罪也就得罪了。 

南：在制作完成的节目中，会不会有一些节目因为种种原因不能播出？ 

梁：也发生过，一些节目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播出。对这样的状况我们应该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南：也有人说《焦点访谈》是雷声大，雨点小，杀鸡给猴看，尽是一些只涉及低级别官员的监督报道。 

梁：第一，坏鸡是必须打的，不然它还是在产生危害；第二，毕竟老百姓天天接触的就是县级以下官员，他们打交道的

就是这些人，有什么事情，他们就报到我们这里来了，然后我们就去关注，问题解决了。这当然是题外话。 

我觉得一定要把握好舆论监督自己的角色定位，我们只是媒介，不是执法机关，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大案要案是中纪

委去办的，我们所做的是抓住一些侵犯、危害老百姓利益的事件进行曝光与批评。 

经过这么多年，《焦点访谈》的监督力量实际上在加大。以前的节目，我们关注的可能是一个村长占了几亩国有土地，

但去年我们就曝光了武汉某开发商在防洪区域内的河道上开发一个高级商品房小区的事件，开发商拿到的是盛市有关行

政部门的批文，这是一个花了2个亿已经完成的高级公寓小区。最后在朱总理的过问下才炸掉了，相关责任人也进行了处

理。后来朱总理去武汉考察工作时还专门去现场视察过。 

南：当你自己做的节目不能播出的时候，你怎么安慰自己？ 

梁：开始你肯定会为此而痛苦，但是痛苦多了，你就会把这些东西想通了，通则不痛了，心情就愉快了。有些节目不能

播，自然就有它不能播的理由。 

南：居安思危，你觉得《焦点访谈》存在什么不足？ 

梁：调查报道是新闻的极品。最早出现在西方，是新闻媒介最常用的一种手法。我看过西方最有名的电视新闻调查节目

《60分钟》，在制作技巧、节奏编排、叙述安排、调查手法上，在主持人的专业素质和提问的质量上，我们与人家比还

有不小的距离。 

还有，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的人，我们把他们叫作线人，有时因为参与了我们的调查，受到当地相关部门的打击报复。

对此我们是爱莫能助的。我们毕竟是媒介，只能给予言语上的安慰。能不能做得更好一些，使他们既能够揭发问题，又

不遭到报复？我们正在想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把它当作一个课题研究。 

崔永元累坏了 

南：一个王牌节目的风格形成，主持人的影响是最大的，这个人的个性、人品、魅力在深深影响着节目，这是优势所

在；但是危险也正在这里，主持人的单一也会阻碍节目多元化风格的形成，你们现在同样一个节目，主持人基本都是两

位到三位，是不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梁：也不一定，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比如《焦点访谈》是日刊，每天播出，它的内容往往大于形式，不管换谁主持都不

会有太大的起伏。周刊则不同，比如《实话实说》，它的形式有时候就大于内容，崔永元的风格、魅力已经成为节目风

格的一部分，他的幽默、轻松是别人无法替代的，所以在创办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有意识强化了他身上的这种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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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现在看来也没错，否则就不会成就《实话实说》，也不会成就崔永元了。由于崔永元体力透支，我们也开始做一

些主持人的后备计划。一个人的体力是有限的，而节目是不能中断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周刊都是两个主持人。 

南：《实话实说》的新主持人和晶接手这个节目以后引来了非常多的争议，观众对崔永元的离开非常有意见，这方面的

谣言也是满天飞。 

梁：崔永元并没有离开《实话实说》，外面所有的说法都是不准确的，他真的是因为身体的原因而暂时离开《实话实

说》，在家调养。他既是制片人，又是主持人，对节目力求完美，真的就像那句老话：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很多

观众只看见了崔永元在屏幕上幽默轻松机智的一面，而不了解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另外一面。他在策划每一期节目的前几

天，就吃不好睡不好，想把节目做得更好。由于长期的工作，身体透支，导致他身体和心理非常疲惫，尤其是前一段时

间，他的失眠越来越严重，一天只能睡一个小时。所以我就安排他彻底休息调养一段时间，与节目拉开一定距离。 

一个公众熟悉的节目主持人的更换在短时间内会有负面影响，对《实话实说》的新主持人和晶来说，压力就非常大。在

这个节目被崔永元带到一定的高度的同时，崔永元个人的风格也强烈影响着节目的面貌，新人来主持《实话实说》这样

的节目，是费力不讨好的，但是和晶非常有勇气，尽管她现在的个人风格和节目还有些不协调，但我们看好她身上的潜

力、素质。我觉得观众接受和晶还需要一段时间。在中国电视谈话类节目的女性主持人当中，她应该是最优秀者之一。 

（来源：南方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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