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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深度报道的勃兴对报纸的冲击与对策 

作者： 杨清  

关键词： 电视 深度报道┊阅读：449次┊ 

【内容提要】深度报道是报纸和广播电视相抗衡的一种报道方式，近年来，电视大量采用深度报道手法，开办了许多具

有深度报道特质的栏目。报纸如何应付这一冲击？本文拟从转变办报观念、提倡调查性报道、激发读者再造想象、加强

栏目定位、在精深和广博上下功夫等几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试作初步探讨。 

【关键词】电视/深度报道/冲击/对策 

竞争激烈是当代传媒业给人的深刻印象之一。面对激烈的竞争，报纸、广播、电视三大传媒如何发挥本身优势，扬长避

短，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成了人们研究的课题。 

近年来，电视根据传媒市场的变化和受众的需要，不断深化改革，甚至从报纸借来“深度报道”的手法，在电视中开办

了许多具有“深度报道”特点的栏目，并且大有蓬勃发展，方兴未艾的势头。 

这种源于西方的深度报道，原来是报纸同广播电视相抗衡的主要报道方式。它是一种系统而深入地反映重大新闻事件和

社会问题，阐明事件因果关系，揭示实质，追踪与探索事件的发展趋势的报道方式。它要求“以今日的事态核对昨日之

背景，从而说出明日的意义来”。因此，在深度报道中往往要求提供大量的系统的背景材料。它把报道对象作为一个整

体，一个过程来加以考察，着重回答“为什么”和“怎么样”。 

深度报道崛起的深层原因是读者的需要。随着读者的文化知识水平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世界相对变得越

来越校地球上很多事情的发生，事态的发展，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更密切相关。人们需要从大众传媒上获得信息，了解

周围的变化，以确定自己的行动。受众不满足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更想知道这些事为什么发生，意味着什么，与自己

关系如何。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新旧观念在不断撞击，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

的世界很复杂。改革、兼并、破产、下岗、再就业、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等等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和议论。人们不但想

知道“怎么样”，还想知道“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深度报道受到大众的欢迎就不足为怪了。 

1980年7月， 中央电视台创办了第一个具有深度报道特质的评述性电视新闻栏目“观察与思考”，它相继推出《北京居

民为什么吃菜难》、《有这样两个县委书记》、《包产到户后》等报道题目。这些报道不满足于一般动态性报道，把报

道触角伸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对新闻事件，新闻人物进行深度分析报道，已初见深度报道的端倪。1987年7 月，上海

电视台又推出了国内第一个多视角、杂志型的电视新闻栏目——“新闻透视”。它宏观和微观、深度和广度结合，准确

捕捉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报道，它表彰先进，针砭时弊，反映群众呼声，发挥了舆论监督的作用。生动的风格和深沉的思

辩色彩尤为观众所喜爱。在这之后，福建电视台的“新闻半小时”、山西电视台的“新闻纵横”、北京电视台的“看世

界”等栏目，都较好地把新闻性、社会性、评论性结合起来，采用了连续报道、系列报道等深度报道的形式，得到观众

的喜爱。特别是中央电视台于1993年5月1日和1994年4月1日分别推出“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后，更使电视的深度

报道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焦点访谈”，把内容定位在“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

话题评说”上，充分体现了深度报道“深、广、新”的特性。 

继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推出后，各地方电视台“访谈”、“透视”、“追踪”等深度报道栏目便如雨后春笋般

纷纷出台，显示出“深度报道”在电视节目中的强大后劲。 

电视深度报道的勃兴使报纸面临严峻的冲击。虽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报业曾雄踞大众传媒的榜首。然而，二战

后，电视成了传媒市场的一匹黑马，逐步成为最有影响的传媒媒介。它不但具有广播的全部优势，而且有声有色，具有

极强的可视性，如今地球上一半以上的人口都成了电视观众。特别是近年来电视兴起的具有深度报道特点的新闻述评和

新闻调查节目，更使报业市场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据1992年全国广播、电视、报刊三大传媒受众调查表明：电视的受众比例为95.6％，名列第一，广播的受众比例达到

81.8％，名列第二，而报纸的受众比例为66.6％，倒数第一。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虽然广播、电视、报纸三大传媒三

分天下，但是报纸的受众明显比广播电视少了一大截。在一项专门针对12—17岁的受众所进行的全国性调查中，收听中

央电台节目的高达97.4％，电视为95.3％，而读报纸的只有77.5％。另据北京市1992年有1528名受众参予的调查也表

明，77.6％的受众天天看电视，天天看报纸的受众只有48.8 ％。 而平时从不看报的人却占16.4％，从不看电视的人只

有1.7％。这表明在识字率较高的受众中，报纸亦非他们的第一选择。 

虽然《中国新闻年鉴》（1995年）收录的《1999年全国报纸事业发展概况》中仍宣称“全国报纸业发展迅速”，“继续

呈现全面发展态势”。但从报纸发行来看，虽然“办报热”导致“发行大战”愈演愈烈，然而并未形成与之同步的“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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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买报热”。 1994 年全国报纸总印数为253.19亿份，低于1993年的263.83亿份。至1994年低，国家批准登记注册公开

发行的报纸总数共2109种，其中新批准数为106种， 停办数为38种，两相抵后净增68种，增长幅为3.1％， 是国家新闻

出版行政管理机构成立8年来报纸种数增长幅度最小的一年。值得注意的是，1994 年正是中央电视台推出深为受众欢迎

的具有深度报道特点的述评性节目“焦点访谈”的一年。 

毫无疑问，广播的先声夺人，电视的深度聚焦，已使报纸面临着严峻的冲击。人们不禁会问，当报纸用于对抗广播电视

的法宝——深度报道为电视所用，扩版又受到新闻纸持续涨价影响而降温的时候，报纸会不会变得没有什么东西可卖？ 

报业面对严峻的现实，寻求新的支点和对策势所必行。 

（一）办报观念必须转变 

长期以来，有人一直存在这样一个认识误区，认为报纸一定要以消息为主，否则报纸就不成其为报纸。有人甚至认为，

使报纸成为“新闻纸”，多登消息，才符合新闻工作的规律，要不然就失去了报纸最大特色。我们认为这种观念既不全

面，也不能使报纸在传媒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据“1983年全国受众最先获取新闻来源渠道”调查表明，有53％的受众从广播上获得消息，从报纸上获得来源的只占

34％。而1995年全国受众调查则显示，作为第一消息来源及重要性指数，首先是电视，其次才是报纸和广播。这说明报

纸在传递迅速及时上根本无法和广播电视匹敌。如若报纸不设法扬长避短，一定要在刊登消息上和广播电视相抗衡，当

读者看到报上的消息，许多“新闻”已成了“旧闻”，这无异于自取灭亡。所以报纸要以消息为主的观念在理论上说不

通，在实践上也行不通。 

虽然报纸以传播新闻为天职，然而新闻有广义新闻和狭义新闻之分。狭义的新闻专指消息，而广义的新闻是指消息、通

讯、特写、调查、新闻图片等新闻体裁的总称。报纸应以丰富多彩，生动形象，手法多样的形式去反映复杂社会的变

动，反映舆论，引导舆论，发挥报纸桥梁和喉舌作用。形式毫无疑问应当服从内容需要，报纸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在多种

新闻体裁中厚此薄彼，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再说，报纸最主要的功能是沟通情况，传递信息。而信息是能消除接受者不确定性的东西，是能指示接受者下一步行为

的东西。从信息的内涵可以知道信息外延是极其广泛的。意见、言论、背景等也是信息的一种，它能消除人们的不确定

性。这在当今社会尤其显得重要。社会越向前发展，越是复杂，人们越需要言论、意见、背景等作参考，因而报纸的主

要任务是传播信息，而非仅仅传播消息。 

可见，廓清办报观念的误区，对报纸的深化改革是非常重要的。 

（二）扬长避短，在精深和广博上下功夫 

报纸面对广播电视的竞争，必然向深度和广度进军。 

1.深化报道内容广播电视报道内容由于其一瞬即逝、一闪即过的特点，它的内容不可能让受众仔细琢磨思前想后，故广

播电视在报道内容的深化上不可能和报纸相提并论。深化报道内容即是报纸扬已之长，避已之短的致胜法宝。其一是加

强报纸的评论性。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愈趋复杂，人们不但想知道事实，更想知道对某一事实的看法，这为新闻评论

提供了广阔天地。再从报纸反映舆论引导舆论的角度上看，宣传心理学认为，某些事实的描述，如果不加专门的解释和

评论，对人们的定势是几乎不能产生影响的，要想通过宣传来影响与指导人们的行动，仅靠传递消息还不行，还需要解

释和评论。 据北京新闻学会组织的有785名读者参加的关于《人民日报》“读者最喜欢的栏目”的调查中，在所列举的

11个栏目中，《国际札记》、《体育三角》、《今日谈》分别占据了前三名。《今日谈》是署名评论专栏，《国际札

记》也大多是述评性文章，从受众调查可以看到加强评论性文章的前景。其二是多请专家发表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使报

道内容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和更带思辩色彩。专家以其丰富的知识，独到的见解，对问题深刻的洞察力往往使读者耳

目一新，深受启迪。我相信专家在报纸发表评论一定比名星出镜更具深度。 

2、到电视镜头之外找新闻。从速度、形象、直观、 现场感等方面，报纸不如电视，然而报纸却可以报道电视上看不到

也无法表现的新闻。因为电视独具视觉特点，一般以报道能看得见的动态新闻较好，在此之外，电视往往显得无能为

力，而报纸则可以大显身手。比如对一场重要球赛的报道，当电视展现双方激烈拼搏情景时，报纸则可以把文章做到赛

场之外，报道双方教练排兵布阵，分析双方胜败原因，反映运动员思想情绪，甚至可以搜集名星的片言只语以餐读者。

因此，当受众关注某个社会热点问题，难点问题时，报纸则可以向受众提供方方面面的情况，充分满足受众的新闻需

求。 

（三）注意报纸栏目的定位，实行名栏名记者战略 

在传媒业日益讲究对象化服务的今天，广播界率先改革，由“广”播而倾向于“窄”播，大力推出新闻对象化广播节

目，并且收到了较好的播出效果。面对这种现象，报纸必须更加重视报纸的栏目定位。这也是克服报纸内容雷同，避免

新闻资源浪费的有效办法之一。纵观80年代，受众一直要求传媒办出特色，克服小报抄大报的现象，避免新闻资料浪

费，但一直得不到满足。90年代，受众认为传媒仍未走出重复报道的怪圈。据1995年有关调查表明，全国有39.7％的读

者认为“重复报道太多，办报缺乏特色”。因此注重栏目定位，以对象性特色吸引受众，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遗憾

的是，目前象电视“焦点访谈”那样能找到明确而合适的定位的报纸栏目还不多见。 

随着电话热线的开通和电视新闻杂志节目的发展，许多广播电视著名主持人的形象已是家户喻晓。受众喜爱的著名主持



人和著名栏目在形成受众固定的收视习惯上有极大的影响力，我们不难看到，著名主持人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和风格使

受众形成一种强烈的收视期待。在报纸上利用自己的园地有意识地培养名栏和名记者亦会收到同样的效果。当我们打开

一张报纸，总会不自觉地寻找自己喜欢的栏目和内容。当我们信赖的记者写的文章出现在报纸上时，自然会一睹为快。

从《燕山夜话》的成功到《今日谈》、《街谈巷议》的成功都说明了这一点。舞台需要“台柱子”，报纸自然也需要许

多著名的“报柱子”。 

（四）提倡调查性报道，变事件性报道为问题性报道 

调查性报道“是一种比较系统，深入地揭露问题为主旨的报道方式”它通过对新闻事件、新闻人物、热点问题的调查，

对所报道的事实“为什么发生”及其事实可靠程度等问题，用大量的事实和可靠的数字向读者进行必要的回答，以增强

新闻报道的力度和深度。 

长期以来，我国新闻只注重事件性报道，往往只通告受众发生了某件事，而较少对事件后面的问题作出深入地分析。西

方称这类报道为“表明性”新闻。如果总是让表明性新闻占据了报纸主要版面和绝大部分篇幅，那么报纸也就浅得没有

什么东西可看了。因此，我们的报纸应该大力提倡调查性报道，变事件性报道为问题性报道。因为记者的工作实质就是

调查研究工作，通过大量活生生的事实，反映社会的变动，揭示出问题的实质和真相以引起决策机关的重视。同时，反

映舆论，引导舆论，发挥报纸的舆论监督作用正是一个记者应尽的社会职责。而调查性报道正是以受众关注的问题为中

心，长时间地进行深入细致的艰苦采访，有时甚至具有隐蔽性和危险性，这正是电视镜头难以做到的。从另一方面讲，

这正是报纸记者的优势所在。调查性报道虽然费时较长，所占篇幅较大，但有价值的调查报道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例如，1972年《华盛顿邮报》的青年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经过长达半年多的调查，写出了揭露美国选举丑闻的“水

门事件”系列调查性报道，促使尼克松下台，《华盛顿邮报》因此获得了普利策奖。可见调查性报道反响之大。 

（五）提倡视觉新闻，增强读者的形象感 

正如前新华通讯社社长穆青谈到视觉新闻时说的那样：“电视是完全形象化的传播工具，它把所要报道的内容统统用画

面摆在人们面前，如果我们不能在文字报道里给人家一点形象，恐怕是很难和电视新闻竞争的。”电视的优势在于声画

并茂，现场感强，可信度高，给人一种人与人之间个别谈话的亲切感。而目前我们的一些报纸存在“两多两少”的现

象：概念多，形象少；会议多，来自第一线的报道少，因而大大影响了报纸的可读性。克服这一缺点的一个有效办法是

大力提倡视觉性新闻，增强文字报道的形象性。所谓提倡视觉性新闻，就是要在我们的报道中注入视觉因素，调动读者

的视觉器官，使读者看到形象的图景，以收到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阅读效果。“百闻不如一见”，我们的

新闻报道不但要让读者有所“闻”，还要让读者有所“见”，以克服新闻报道中枯燥和概念化的缺陷。 

视觉新闻怎样才能使受众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呢？在写作上就要绘声绘色地描述而不是抽象枯燥地叙述；要

简炼传神的有动感地勾勒而不是终结式的程式化的报道。从1985年3月3日英国《卫报》的一条消息《人口爆炸中的上

海》可以看到视觉新闻的典型写作方法： 

“早晨6时半，交通高峰时刻。在争先恐后涌上黄浦江渡轮时， 数十人被挤倒、践踏，甩在后面。超载得十分危险的渡

轮吱吱呀呀地离开码头，当他们抵达彼岸时，又开始等候，这一回是等公共汽车。待他们拚命挤进只有立足之地的人群

时，车子已经开动，车门不住地向吊在外面的胳膊和腿猛撞。 

这座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最拥挤的城市就这么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不难看出，这则消息正是通过记者的眼睛，去描述现场景象，唤起读者视觉、听觉，运动表象，以形成鲜明可感的视觉

形象。它完全可以和电视新闻的形象化媲美。当电视借用报纸的深度报道手法大量开办述评性栏目时，报纸是不是也可

以借用“它山之石”，从电视中借用形象化的报道手法呢？古人言“文体宜兼，以成其美”，这对现代传播媒介同样具

有借鉴意义。 

（六）激发读者的再造想象——报纸对电视的反挑战 

曾有人说，随着电视飞速发展，广播轻骑兵将遭淘汰，报纸恐龙亦将灭迹。这未免言过其实。毫无疑问，电视的高保真

和形象性是其吸引人之处，然而文字报道亦可以给人以形象的再创造，引起读者在感官上的共享与心理上的共鸣，这比

之于电视形象的真是一个更高级的层次。目前我们的一些报纸之所以面目可憎，形式呆板，内容枯燥，一个重要原因是

不注意激发读者的再造想象。 

所谓激发读者的再造想象，是指记者通过言语或文字的描述，图样的示意，使读者在头脑中形成相应的新的形象的过

程。在文字报道中，激发报纸读者再造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新闻是新近变动事实的报道。既然是新近变动的事实，就

会有相当大的部分是读者所不知道，甚至完全陌生的。记者既然要传播新近变动的事实信息，要使读者了解，掌握新近

变动的事实的信息，这就要使读者能够“再造”出原先所不知道的事实信息的形象。这就要求记者收集丰富的材料，运

用多种写作技巧，以唤起读者头脑中有关表象，从而产生相关事实信息的新形象。虞达文教授在他所著的《新闻心理

学》一书中说：“诱发读者的再造想象有两条途径，一条是让读者去‘再造’自己不曾感知过的新事物的形象，一条是

让读者去‘再造’自己未曾感知过的新观点，新思想。”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新思

想、新观点每天都在撞击着人们的头脑，在文字报道中只有注重激发读者的再造想象，才能更好地发挥报纸传递信息，

引导舆论，转变受众观念，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鸣锣开道的重要作用。因此，一旦我们的文字报道激发了读者的再造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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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让读者得到鲜明可感的形象，再加上其它一些优势，报纸对电视形成的反挑战是可以想见的。 

当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报纸、广播、电视三大传媒的竞争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而是在竞争中如何发挥各处

优势，更好满足受众新闻需要，更好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竞赛。当代传媒的理论界和实践界正在努力探索传媒优

势联合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较为理想的联合形式是广播先期报道，电视中期聚焦，报纸后期深化报道。这不但可以充分

有效地利用新闻资源，而且还可以强化新闻媒介的舆论，更好发挥传媒作为党和政府喉舌和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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