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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视新闻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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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国外先进的新闻制作理念比较，我国的电视新闻节目制作水平急待提高。代表国内最先

进制作水准的央视新闻频道（2003年5月1日试播，比CNN晚了整整23年）的节目，不要说与CNN

这样的世界级电视新闻媒体比较有多么大的差距，就是跟日本普通商业电视台的节目相比也是

差了一截。以目前的制作水平来判定，我国还没有进入到“电视新闻报道时代”。因为我国的

电视新闻节目有一条无法越过的“鸿沟”，就是不能达到“实时现场直播（声音与图像的同时

传播）”，更没有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报道机制。作为新闻媒体，电视新闻的优势不突出。除此

之外，目前的电视新闻制作现场中存在着许多不合理因素，也阻碍了我国电视新闻节目的发

展。 

懒惰的电视新闻制作人 

  早上6点钟，全国上下四五十个频道的电视新闻制作人还在呼呼大睡，早起的观众看不到

任何早间新闻节目，只有1、2、3的健身操。到了6：30，有的电视台刚刚开张，有的倒是新鲜

出炉，像黑龙江电视台的《共度晨光》、 山东卫视的《早间新闻》、广东卫视《岭南早晨》

等直播新闻。有的则是昨晚的残羹再给热一遍，北京电视台二套重播前一天的《晚间新闻报

道》，节目结束说的还是“祝您晚安”。有的是前一天做好早上“微波”了一下（前一天录制

第二天播出），例如北京电视台一套的《北京您早》、央视的《东方时空》。有的台则是一觉

睡到7点钟，例如重庆卫视、天津卫视、湖北卫视等。 

  早间电视新闻节目播出的高峰时间是7点钟。央视综合频道的《东方时空》、经济频道的

《第一时间》、上海东方卫视的《看东方》、北京电视台一套的《北京您早》、央视五套的

《早安中国》、吉林卫视的《早安吉林》、湖北卫视的《新闻早班车》等。2003年10月先后开

播的《第一时间》和《看东方》是目前国内节目时间最长的两档大型的早间新闻节目，属于简

明新闻的堆积整理型，节目形式也没有根本性的突破。等到早上8点钟，央视的《新闻早8点》

和《第一时间》、上海东方卫视《看东方》、北京电视台的《世界你好》、凤凰卫视重播的

《凤凰早班车》还在播早新闻，而其它频道的电视剧场早就迫不及待地开板唱戏了。 

笔者在日本留学期间，深深感受到日本的电视台之间早间电视新闻节目竞争的激烈。NHK电视

台的新闻从5点钟直播到8点15分，其它的商业电视台是从5：30开始。电视新闻就是LIVE已是

圈内共识，而像《北京您早》录播式节目是日本20世纪50年代草创期的行为。在摆满鲜花明亮

的演播室里，NHK电视台名为《日本您早》的电视新闻直播节目每天如约而至。新闻内容除了

硬性的政治、经济、外交、犯罪、体育新闻报道之外，还包括国际新闻、亚洲特集、新闻事件

解说（NHK新闻解说员来完成），最具特色的是来自日本各地的最新动态报道。这些动态报道

几乎全部采用实时直播，不论是在富士山上还是海底，电视新闻工作者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将真

实的世界展现给观众。来自直升飞机的直播报道向观众展现的是一股股晨风，清晨的朝阳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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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观的跨海大桥留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东京总局演播室的节目主持人与做现场直播报道的记

者互动式会话轻松、愉快。来自地方台的直播内容大多以软性新闻为主，例如樱花盛开、夏天

的祭祀活动，有时还有现场制作当地的小吃以及刚刚打捞上来的新鲜鱼虾等。通常在凌晨发生

的突发事件，在节目中会有来自现场的直播报道。另外在画面左上角滚动着日本各地当天的天

气情况，包括气温、上午和下午的降水率、道路交通信息。遇到因地震、台风而受到影响的新

干线、高速路交通运营情况等突发事件，电视台都将以最快速度告知观众。 

名不副实的现场直播 

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目前在我国的电视新闻节目中，来自新闻现场的报道几乎清一色采用的

是“电话连线”的传播方式，除非重大主题性事件，由于事前安排才会有来自现场的直播报

道。但是，在平时的电视新闻节目中来自新闻现场的直播报道可谓凤毛麟角，达到日常性的现

场实时直播报道（声音和图像）的，就目前而言更是难以想象。以“反应迅速”闻名的凤凰卫

视，新闻节目中“电话连线”的高使用率有目共睹。就连《东方时空》中的“时空连线”，在

节目录制时还是仅凭电话连接起三方，再通过多媒体软件进行后期编辑制作，一个电话“声

音”连线蒙住了多少观众的眼。 

  在CNN、BBC的电视新闻节目中，以图像和声音共同实时传输为主要手段，“电话连线”的

使用率极低。在日本的电视新闻节目中，日常性的现场直播报道保持在三四条左右，非日常性

的重大事件发生时，例如美国9·11恐怖事件、伊拉克战争，电视新闻节目的构成几乎是由分

布在世界各地的支局和东京总局互动性的合作共同完成。处于“电视新闻报道时代”的受众从

快速的电视新闻报道中深深地感受到电视新闻巨大的媒体冲击力，来自新闻现场的实时直播报

道充分说明了电视新闻的速报性、同时性、现场性。 

  现在，在电视新闻节目中大量采用的“电话连线”传播方式在广播新闻中同样可以使用。

采用“电话连线”的传播方式，广播新闻与电视新闻在传播效果上是等同的。电视新闻报道的

“现场性”优势不能得以表现，电视新闻的传播效果大幅度地减弱。在西方的电视新闻理论中

曾有这样一句话“没有画面就没有电视新闻”，虽过于偏激，但是电视新闻中特别是在直播报

道的过程中，来自新闻现场栩栩如生的画面派生出来的传播效果比记者一大筐的形容词都要来

得直接。 

华而不实的新闻节目包装 

近几年，内地电视台无奈地承受着来自香港凤凰卫视的巨大冲击力，其别具一格的节目宣传理

念令国内电视媒体眼前一亮。凤凰卫视的自我宣传策略，启发了内地电视台。于是，电视新闻

节目、综艺娱乐节目的宣传片花首先登场，铺天盖地的节目片花一夜之间纷纷亮相。各家电视

台把自家当红花旦、小生也都拉出来比比画画，又抱肩膀，又画大圈，花样不断翻新。播音

员、节目主持人不仅摆姿势，还要念念有词。为了达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宣传效果，编辑们挖

空心思，琢磨出来的词听起来着实挺唬人的。精挑细选的宣传语配以经典的新闻事件画面，再

加上CG制作出来令人眼花缭乱的三维图像画面，每家电视台经过包装的电视新闻节目似乎个个

都是精品。 

  精心打造出的电视新闻节目宣传片花与电视新闻节目的实际制作水平之间的距离是客观存

在的。华而不实的宣传片花再多再精美，都代替不了节目内容本身。与其在节目包装上狠下血

本，为什么不深度地挖掘新闻呢？2003年2月1日发生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爆炸事件，日本朝

日电视台的《新闻站》节目仅用两天的时间就在2月3日的节目中播出了30分钟的节目，层层剖

析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制作精良的三维立体动画从机体老化、操作失误、左翼、隔热板等

各个角度分析、解释事故原因，使受众在接受信息时毫无障碍。与花里胡哨的三维立体动画片

花比较，制作出利于受众接受信息内容的三维立体动画应是新闻制作人的本分。电视新闻除了

具有告知功能之外，还具有解释说明的功能。十几分钟的《焦点访谈》、《今日话题》又怎么

能把复杂的新闻事件梳理清楚？所以，与其花心思包装节目不如好好深入研究电视新闻的本质

 



特征，更新记者队伍的电视新闻制作理念。 

  目前最不容忽视的是充斥在新闻节目荧屏的商业因素，它正无孔不入地侵蚀着新闻的公正

性、客观性原则。那些摆放在节目主持人手边，明目张胆打着“××笔记本”的广告证明了中

国电视新闻节目的露骨商业行为。面对不利于该产品的新闻消息，新闻制作者们不知将何去何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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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视新闻三“病” 会员评论[共 2 篇] ╠

同意“铺天盖地的片花，大小花旦全部上场”，闹烘烘一片，本人最不喜欢的就是湖南卫视的做法，主

持人们都忘记了自己的本职工作，硬是把自己当着是大牌明星来捧，以为当了主 [一剪霉于2004-1-30发

表] 

同意，目前中国的新闻学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制作上与全球媒体（如CNN BBC）有很大的距离。目

前的中国的新闻学理论至少落后西方30年，  [hotproblem于2004-1-27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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