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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民生新闻的兴衰和出路 

 

由“独树一帜”到“百花齐放” 

 

2003年，江苏广电总台“南京零距离”创始人景志刚发表于《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当年第11期的论文《存在与

确认：如何概括我们的新闻》，首次正式提出“民生新闻”这一概念，并得到业界广泛响应。所谓“民生新

闻”，是指关注普通人的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新

闻。民生新闻把新闻价值定位于普通市民百姓的诉求上，让新闻本质回归到“广大群众欲知未知应知的事实报

道”上。由于民本的价值取向，大胆突破“我播你看”的传统模式，注重观众的参与性和双向交流性，主持人的

形象、语言和风格趋于平民化设计，民生新闻由此一路走红。 
当2002年“南京零距离”在南京异军突起后，其节目样式和节目理念被迅速在全国“克隆”开来。在民生新闻

这一理念指导下，各省、区、市电视台都在开办新的新闻节目，或整合调整原有新闻栏目。以“南京零距离”

“第七日”为模板，民生新闻栏目在各地电视台纷纷落地开花。海南台的“直播海南”、吉林台的“守望都

市”、安徽台的“第一时间”、云南台的“都市条形码”、山东台的“民生直通车”、杭州台的“阿六头说新

闻”、湖北经视的“经视直播”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栏目的出现延伸了民生新闻的内涵和外延，各自张扬了个性魅力和地域、文化特色。比如杭州台的“阿六

头说新闻”，采用了方言说新闻、虚拟人物的创新手法，重庆台的“天天630”甚至将漫画、散打等形式融入节

目，这种新闻节目视线“向下”的指导思想使得节目形式和风格更有“娱乐”精神，从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收视

奇迹。 
  
  

民生新闻的困境 

 

民生新闻的快速发展使一些业界人士陷入了民生新闻是提高收视率的撒手锏的误区。事实上这种不考虑自身实

际情况和市场情况的克隆与跟风，并不一定会带来高收视率和高效益。同一个城市多个栏目争夺同一资源，这种

内耗竞争只会让各自的市场空间越来越小。 
虽然与同频道其他栏目相比，民生新闻的收视率尚可，但巅峰时期已过，收视率的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

这从“南京零距离”在苏州地区的收视率由开始时的20.3%降到现在不到10%便可见一斑。同时，观众对民生新

闻栏目的评价也转向冷静，充满感性的赞捧让位于深刻的理性剖析，一些批判意识较强的观众甚至对民生新闻存

在的合理性及其道德倾向提出质疑，这是由民生新闻在实际操作中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决定的。 
1. 民生新闻极力回归新闻特性却又在背离新闻特性。 
纵观众多电视台的民生新闻，大量新闻价值很低的报道充斥其中。民生新闻低估了受众的“消化能力”，取材

尽量取软性信息，使新闻丧失了本来意义。 
其次，对一些本来具有较好新闻价值的新闻事件反映得不够充分，或者因为电视民生新闻采编者的“日常生

活”与“世俗化”的新闻理念而有意“抓小放大”，或者说过滤掉了其中的严肃主题和内涵。再则，电视民生新

闻普遍盛行“新闻娱乐化”的操守，常常在新闻中看见“现场秀”式的表演。这些作法既是对新闻真实性的背

离，又对事件的参与者或受害者缺乏人文关怀。这不但给社会生活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也不利于电视民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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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社会公信力和良好的传播形象。 
2. 民生新闻极端的时效追求，致使新闻报道浮于表面，内在价值白白流失。 
民生新闻主要内容是日常小事，对这些日常小事，受众有何必要“第一时间”知道？关键是在寻常小事中挖出

不寻常的意义。抢一时之先，吐一时之快，无暇或无力作深入调查和背景分析，只是浮光掠影的浅尝辄止。 
3. 偏爱负面新闻，偏爱其带来的“正面利益”，而不理会其造成的“负面效应”。 
为迎合猎奇心理，强调反常、奇异或骇人听闻的信息，人们看到一个不真实、被扭曲的世界。 
4. “投诉热线”含金量太低，浪费了社会资源，耽误了观众时间。 
媒体加以解决并报道的投诉，应当具有普遍意义，或者是百姓个人无法解决、找相关部门又不予解决的问题。 
5. 民生新闻以城市居民为核心受众，有失公平，也远离了社会关注热点。 
6. 采访与编辑形式的弱化，是民生新闻一个比较明显的普遍现象。 
记者采访生硬与随意，不太在意采访的艺术，也不看采访对象的差异情况。镜头的拍摄和视角的取舍也很随

便，从而导致后期编辑与制作效果不理想，这些都有待栏目从业人员综合素质的逐步提高。 
  
  

“大民生” ——民生新闻转型的努力方向 

 

鉴于电视民生新闻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弊端，如何给民生新闻的内涵和外延补充新鲜血液，做到与时俱

进，这是电视新闻理论工作者的当务之急。据此，站在国计民生的高度，倡导“大民生”新闻无疑是今后民生新

闻转型的努力方向。特别是在当前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指导下，关注民生、反映民情、体现民

意，应当是“大民生”新闻的应有之义。 
所谓“大民生”是相对过去我们日常新闻操作中的“小民生”而言的。过去的“小民生”，主要是将关注的着

力点放在老百姓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等寻常生活中，为百姓提供量身定做的生活信息和服务讯息。而现在的“大

民生”，则更多注目于那些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国家宏观政策及走势等新闻，比如，金融、房地产、汽车等方

面政策调整或新规，同时“大民生”还包括“从民生角度对国计所进行的解读和诠释”这层意思，通过民生角度

来解读国计的内涵和将有可能对民生带来的具体、直接的影响，这有利于国计的深入民心。 
如果“小民生”更多强调的是新闻内涵的话，那么“大民生”更多强调的是新闻的视角。就传媒在社会上的舆

论影响力而言，“大民生”的重要地位较之“小民生”显而易见，因为它不囿于“小家”“小人”“小事”的一

孔之见，而是以广泛关注民生、反映民情、体现民意的“大民生”为己任，诸如报道社会养老保险、教育、医

疗、下岗再就业、农民工等涉及老百姓生命、生存、生活、生计等方面的问题，并且视线下移、平视，渗透着深

厚的人文关怀。 
明了民生新闻创新的宏观走势后，在微观上还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必须跳出小圈子，学会说大事。 
如果说，民生新闻显得拉杂和琐碎的话，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掌握把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用民生视角表现

出来的本领。不可否认，时政新闻缺乏亲近感。所以，将时政新闻民生化，或者说用民生视角来做时政新闻，这

是解决民生新闻低俗的一个重要出路。 
这里的关键，是要在时政新闻中找到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切入点。着眼于民生的报道方法，能使一篇时政性

很强的新闻具有鲜明的贴近性，令人备感亲切，如从胡锦涛总书记与艾滋病患者握手、温家宝总理为民工讨工钱

等新闻的报道中，可以明显感受到时政新闻中浓浓的人情味。 
其次，民生新闻要学会讲故事。 
讲故事是全球电视新闻的一个趋势。要学会设置悬念、讲究矛盾冲突、挖掘细节和兴奋点。在讲好故事的同

时，还要把握国计与民生的关联点，多一些价值性考虑，多一些深刻的人文关怀，在抢时效、抢题材的同时，与

对手比思想、比深度，深化节目内涵，使民生新闻既“有看头”，又“有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低端竞争状

态。 
第三，民生新闻应该特别强调审美。 

现在许多民生新闻将生活中丑陋的一面暴露得淋漓尽致，甚至蓄意加以强化和渲染，一味追求感观刺激。可以

说，民生新闻的高下之分，其界限就在于是审美，还是审丑。 
 

 
作者简介：湖北广播电视总台卫视频道主任编辑。 



 

 

    (纸媒文本见《中国记者》2007年第11期) 
回首页

来源：《中国记者》 
阅读：2007 次 
日期：2007-11-16 

【 双击滚屏 】 【 评论 】 【 收藏 】 【 打印 】 【 关闭 】 【 字体：大 中 小 】  

上一篇：舆论外交时代的危机 
下一篇：风险社会语境下传媒公共实践的主要议题 

  >> 相关文章 

  

  ·颠覆被颠覆的纪录片——《影像中国》后记 

  ·“零距离”的品牌拓展与延伸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节目在纽约开播 

  ·第六届全国广播电视学术著作评选结果 

  ·电视新闻资源交换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影像中的历史：“口述历史”类电视节目探析 

  ·政治语境与民间语境的碰撞与融和——2009改革开放30年获奖纪录片点评 

  ·“真实感”是纪实艺术的一部分 

发表评论 

      

      

点  评：  字数0  

用户名：   密码：    

nmlkji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发 表 

■ 尊重网上道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  

■ 本站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  

■ 本站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您的评论  

■ 参与本评论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  

备案号/经营许可证号：蜀ICP备05000867号 

设计开发：阮思聪 QQ:54746245 Powered by：打瞌睡  

Copyright (c) 2003-2013 传播学论坛： 阮志孝、阮思聪. All Rights Reserv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