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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报纸进入“厚报时代”、广播电视进入“频道专业化时代”、网络成为我国近9000万人

口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的今天，人们在不知不觉间发现，在媒体所传播的各类信息中，言论性

信息的数量呈大幅度增加的态势，具体表现如报纸纷纷开设言论版，广播电视开办各种类型的

评论性节目，网络媒体开辟名目繁多的论坛及讨论区，发送手机短信表达看法，也成为各类媒

体吸引公众参与、扩大媒体影响的重要方式。这说明，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信息渠道不断扩

展、媒介竞争空前激烈的今天，“独家报道”已变得越来越困难，“独家角度”“独家观点”

正成为不同类型媒体共同争夺的又一个制高点。 

新闻评论的主要变化 

  作为社会生活的“晴雨表”，中国新闻评论自1978年起，一直以某种直观的方式，折射出

社会的历史性变迁。这种变化表现在： 

  1．传播系统的扩充 

  一是从报刊评论“一枝独秀”，到广播、电视、网络评论并存共荣。 

  在1978年以前，几乎是报刊评论的一统天下，人们更多的是把新闻评论看作报刊文体的一

种。几乎同时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广播与电视都把新闻评论作为重要的节目类型加以

开发，从口播自己撰写的评论，到使评论更加口语化、更宜于“口说耳听”，继而逐步把重点

放在使评论更符合媒介自身的传播特征上，即：广播如何在运用声音符号进行报道与评论时，

使声音符号的种类和表现力更为丰富；电视如何运用视听结合、声画兼备的手法使其评论既具

有形象感，又具有思辨性。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开播，以及同年10月1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的创办，使广播电视评论的社会影响力得到空前增强。 

  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网络传播技术在我国的应用与普及，网络评论逐渐兴起。它

既有与报刊评论运用文字进行传播、一些文体类型相近的共性，又有网络传播迅速及时、海量

信息、实时互动等特性。其反映舆论、组织舆论、形成舆论的功能和表现方式十分独特。 

  二是从传统评论体裁的继承与创新，到体现不同媒体特征的新兴评论样式的出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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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以来，报纸评论以传统的评论体裁为主，其中，社论、短评、编者按语运用的

频率最高；专栏评论、特别是杂文，在60年代初曾经流行。改革开放后，报纸评论有了很大的

变化：先是80年代初期以《人民日报》“今日谈”为代表的专栏小言论的兴起，与邹韬奋《生

活》周刊上的小言论相比，其更具群言性；接着是80年代中后期以《中国青年报》“求实篇”

为代表的“杂文热”，与鲁迅、邓拓时期杂文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更注重新闻性；几乎同时，

署名评论员文章越来越多地见诸报端，与以往的评论员文章相比，不仅个人署名，其观点和写

法也更具个性特征。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青年报》的时评重新勃兴。进入21世纪，以《北

京青年报》“今日社评”为代表的新型社论成为一些媒体的新尝试，与原《大公报》总编辑张

季鸾“看完大样写社评”的追求相似，“社评”由“论”而“评”，更具时效性和现实针对

性。 

  从80年代初期起各地广播电台的广播谈话节目开始兴起，80年代中期音响评论出现并逐步

走向完善；1987年1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开播，强化了主持人在杂志型节目

中的串联与评点；90年代初期广播谈话节目从“为说而写”向“以说为主”转变；1994年10月

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创办了“新闻纵横”栏目，这种“以焦点类新闻事件为主要报道对象的

新闻评论性节目”很快为大多数广播电台所采用；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和频

道(率)专业化的推进，直播式热线谈话节目逐渐成为广播评论类节目继音响评论后又一主要的

节目形态。 

  1980年7月12日，中央电视台“观察与思考”栏目开播，它标志着我国大陆第一个固定的

电视评论性栏目问世，也标志着一种有别于报刊、广播评论，更具电视传播特征的电视评论样

式的出现；1994年4月1日开播的“焦点访谈”，以中央电视台的特殊位置、“新闻联播”后的

黄金时段、每天一期的高频率、关注中国放眼世界的大视野，使电视述评及深度报道类节目走

向成熟；1996年3月推出的“实话实说”及其后的“对话”等栏目，将西方媒体中较为成熟的

“脱口秀”节目移植改造成谈话类评论节目；而杂志型、现场直播节目中主持人的有机串联与

适时评点，也使其成为电视评论的又一特殊样式。 

  新兴的网络评论中，除媒体评论、论坛评论与报刊同类评论无本质分别外，在BBS上或新

闻跟帖中存在着大量只言片语式的观点或议论；虽然分开来看，少有完整的评论文章，但这些

帖子却成为网络自发言论的特殊表现形态。 

  可以说，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新闻评论已成为一个横跨平面媒体、电子媒体及网络

媒体、由各种传播符号构成、囊括不同类型的体裁与节目样式的传播系统。  

  2．传播功能的健全 

  一是从舆论引导为主，到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相结合。一批以舆论监督为特色的评论栏目

广受好评。 

  二是从传播意见性信息为主到传播事实性信息与意见性信息相结合。以往新闻报道与新闻

评论之间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主要报道事实，后者着重分析、议论。现在新闻报道与新闻评

论边界的日益模糊，不同报道样式与评论样式更多穿插组合运用。 



  三是从以评价议论为主到评价议论与深入解读相结合。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程度、社会

分工的细化程度日渐提高，人们对社会的依赖程度也不断增加，仅靠简单的是非判断与价值判

断已很难满足受众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专业性很强的国际评论、法治评论、财经评论等往往

比一般的思想评论、社会评论更受人关注的原因。 

  四是从意见发布为主到意见发布与意见整合相结合。随着新闻报道与评论中策划成分的加

重，新闻评论已从过去以单篇评论的发表为主，到今天更注重相关评论的整合。特别是报刊言

论版的出现，使得评论的整合内容与整合方式有时比单篇评论的质量更显重要。 

  3．传播内容及范围的丰富与细化 

  从以时政评论、思想评论为主，到经济评论、社会评论、法制评论、教育评论、体育评

论、文化评论等各类评论的广泛运用，如今，我国新闻评论的内容及范围不断扩展，伴随大众

传播的分众化趋势，越来越多的专业化及专门化评论逐步探索自身生存发展的空间，以满足细

分后的受众对信息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 

  4．传播方式的变迁 

  从以单向传播为主，到互动传播方式的介入；从以被动反应为主，到主动策划的普遍运

用；从以阐述性、解释性等议论方式为主，到讨论式、交锋式议论方式的提倡；从以闭合式结

论为主，到开放式结论的增多；从以发表单篇（个）评论为主，到报纸言论版、网络讨论区等

意见平台的设立与完善。 

言论传播存在问题与走向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评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受到媒体竞争中的利益导向、百姓

言论素养等方面的制约，使得在言论传播中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监督与引导—功能定位中的人为偏重 

  处理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的关系时，经常出现不同时期、不同栏目的人为偏重，以致造成

栏目定位上的游移与起浮，难以形成品牌效应。 

  2．客观报道与主观评价—新闻与评论的模糊边界 

  由于目前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新闻述评与深度报道的日益趋同，很难

让受众将客观发生的事实与媒体的观点区分开来，有些媒体也故意用这种方式增强新闻的“导

向性”。虽然任何事实的选择都要经过记者的主观判断，而任何观点的形成都要依据客观事

实。但二者还是应有一条较为明晰的边界，以免影响新闻的客观性和评论的公正性。 

  3．理性化与情绪化—公正判断与情感宣泄的现实矛盾 

 



  评论的情绪宣泄“尺度”与“边界”在哪里？网络言论由于一些网民身处虚拟网络社会时

自我约束意识的松懈乃至放任，加之自身素质的参差不齐，使网络言论中充斥着大量污言秽

语，甚至出现人身攻击等现象。情绪化与非理性成为网络言论与传统评论的显著区别之一。这

一情况得不到改善，将会制约网络言论的成长与发展。  

  4．专业化与通俗化—评论要求的两难选择 

  新闻评论不是专业论文，既要以与公众关系密切的新闻为议论对象，也要以公众易于理解

的方式传播。伴随着专业化传播、对象化传播的大趋势，一些由专家担任作者（或嘉宾）的评

论文章（或节目），在被研究者“叫好”的同时，在普通受众中并不“叫座”。究其原因，恐

与媒介从业人员忘记了专业化传播的载体仍是大众传媒，专家学者还需要掌握一种以通俗化方

式进行专业化解读的“翻译”技能有关。 

  5．数量与质量—需求与供给失衡 

  一方面是报纸扩版、频道（率）激增带来的对评论作品需求量的急剧攀升，一方面是大量

选题相同、角度雷同、议论空泛、文笔平庸的评论作品的比比皆是。当评论失去应有的深刻理

性与新鲜创见时，其价值必然打折；而一旦评论写作退化为“搂钱的耙子”，即使版面空间再

大，其实际意义又在哪里？ 

 

  面对改革开放26年来中国新闻评论的巨大变化，中国新闻评论的未来走向是——在调试与

创新中发展，新闻与评论配合、融合与分离各得其所，评论作者及作品的个性与公共性的适当

兼顾，评论内容及观点的多元与制约的反复调试以及评论的专业化取向与大众化取向的并行不

悖。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新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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