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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评论：新闻舆论监督的利器

时间:2013-04-16 14:59:00  作者:张元鹏  来源:青年记者

  ● 张元鹏 

  新闻评论是依托新近发生的事件、现象和问题进行的评论。按照传播媒介的不同，新

闻评论可以分为报纸评论、广播评论、电视评论等。在我国，较之报纸评论、广播评论，

电视评论起步晚却发展迅速。 

  上个世纪80年代第一个电视评论节目《观察与思考》开播以后，中央、省、市、县各

级电视台纷纷开办自己的评论栏目，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的开播与1996年《实话实

说》的出现，更进一步推动了电视评论节目的发展。电视评论这种后来居上的发展态势与

电视声、画、文一体的特征是分不开的。作为电视媒体与新闻评论相结合的产物，电视评

论充分发挥了电视自身多符号传播的优势，一改产生之初作为报纸评论的“电视版”的状

态，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并成为新闻舆论监督的利器。 

   

  电视评论舆论监督的特征 

  舆论监督的对象具有广泛性。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

为了人民的利益，因此从总体上来说，一切违背人民根本利益的权力行为和社会行为都是

新闻舆论监督的对象。具体来说，新闻舆论监督的对象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国家决策的

制定和实施过程，二是国家各级公务员的施政活动，三是一切违法违纪的人和事。 

  多年来，新闻评论大多是以国家政策的宣传者的面目出现的，以报纸评论、广播评论

为“母版”的电视新闻评论，在出现的初期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种问题，这样的评论所

起的舆论监督作用微乎其微。随着我国新闻媒体舆论监督范围的不断扩大，电视评论的监

督范围也向外围扩展。电视评论监督既有对政府施政活动的监督，比如四川阆中广播电视

台的《安置房为何不能安居》，也有对不良社会行为、社会现象的监督，比如吉林电视台

的《免费体检：馅饼还是陷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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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舆论监督的力度大。近年来我们一直强调要加大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因为从媒体的

角度来说，舆论监督的力度是衡量一个媒体舆论监督水平的重要尺度，从执政者的角度来

说，舆论监督有利于揭露、促进解决社会问题，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新

闻舆论监督的力度，主要通过报道和评论的量与质两个方面来体现。具体到电视新闻评

论，新闻舆论监督力度大，一方面就体现在的电视评论中属舆论监督性质的作品数量居

多。 

  舆论监督的时效性强。“新闻评论区别于其他文字评论的最大的特征，就在于新闻评

论依赖新近发生的事件、现象和问题。”①通过评论进行的舆论监督，也因此具有了时效

性特征。比如说，世纪之交，“法轮功”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很多人为了“圆满”,做

出了伤害自己及他人的举动。为了帮助人们认清“法轮功”的邪教本质，2001年中央电视

台制作播出了《邪教本质 残害生命》一片，及时地帮人们廓清了事实。 

   

  电视评论舆论监督的作用 

  舆论监督不是唯监督而监督，监督的目的是要发现问题、揭露问题并促进问题的解

决。报纸评论、广播评论、电视评论进行舆论监督的目的莫不如此。而电视评论凭借着电

视自身具有的优势,在舆论监督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首先，鲜明的形象性使电视评论给观众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电视是声、画、文

相统一的媒体，它既传递声音信息又传送运动的图像信息，必要时还可以配上字幕，传递

文字信息，这三类信息分别作用于观众的视觉、听觉和思想，将形象的东西与抽象的东西

融合起来，从而产生一种立体的接受效果。”② 这种立体感以可视性的形象与真实的同

期声等，冲击着电视观众的心理与视觉，给电视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增强了新闻评论

的现场感。 

  其次，更广大的受众群扩大了电视评论舆论监督的影响范围。在传统的三大媒体中，

报纸靠文字传播，这对受众的文化水平提出了要求，而电视则不同，电视是一种通俗媒

介，对受众使用媒体的能力要求低，只要你能看、能听就可以成为电视的观众。电视的这

种特点为电视赢得了更多的受众。同时，电视在揭示、评论某个问题时不同于报纸、广播

依靠编辑、记者、主持人依据某一新闻事实进行的“一言堂”式的评论，电视往往是让普

通百姓出现在画面上发表自己的言论、让专家学者走进演播室发表意见，这在一定程度上

拉近了观众同节目之间的距离，增强了电视观众的亲切感与参与感。 

  “新闻媒体作为新闻批评的工具，肩负着进行舆论监督的神圣使命。传媒的这一使命

履行得如何，直接关系到经济兴衰和社会安危，关系到人民群众生活和心态的稳定。”③

作为新闻舆论监督的有力武器，电视评论仍然需要不断地改进，以便更好地履行自己的神

圣使命。 

  注释： 

  ①赵振宇：《现代新闻评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版，第22页 

  ②杨新敏：《新闻评论学》，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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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李文明：《新闻评论的电视化传播——〈焦点访谈〉解读》，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3年4月版，第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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