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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电视新闻调查节目分析

时间:2012-05-15 17:32:00  作者:彭克敏  来源:青年记者

——以央视《新闻调查》为例  

  ● 彭克敏 

  中国的电视新闻调查节目起步要比平面媒体晚，但由于电视丰富的表现因素、视听结

合的形象表述方式等优势，使得中国的电视新闻调查节目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从一开始就定下很高的目标——最能代表国家电视台水准的

深度报道栏目。曾任央视台长的杨伟光说过： “《新闻调查》可以视为央视新闻改革继

《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之后的第三阶段的重要标志。”① 

   

  做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新闻调查节目的必要性 

  1.社会时代背景 

  近些年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对传媒的管制有所放松，给媒体提供了更为

宽松的舆论环境。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微博的诞生，使网民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直接

推动了我国的民主进程。正是得益于人们的个性化追求、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以及越来越

宽松的舆论环境，中国新闻调查节目的发展才有了坚实的保障，才能不断地触动社会的阴

暗面，引发人们的思考。 

  2.中国新闻事业的基本性质和特点 

  中国新闻事业的基本性质是：新闻事业既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也是人民的耳目喉

舌。②在新闻工作中要遵守社会主义新闻的党性原则：在政治上，必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

的一致，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在思想上要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中国新闻事业的基本性质和特点也决定了中国的新闻调查节目必须具有中国特色。新

闻调查是西方社会的产物，而在华夏大地上的新闻调查有其自身的特点。我们不能盲目地

照搬照抄，而要做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新闻调查节目。 

   

  中国特色的电视新闻调查节目的特征 

  《新闻调查》在创办之初，就以美国的《60分钟》为首要的学习栏目，借鉴“调查性

纪录片”的节目形态，用纪实的方式拍摄，展现对新闻事件的调查过程。③只不过《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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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每期讲述三个故事，而《新闻调查》45分钟只讲一个故事。也有人曾说《新闻调查》

是《焦点访谈》的放大、充实和改造。 

  其实，《新闻调查》自其诞生之日开始，便是独具中国本土特色的节目。在多年的发

展中虽然历经沧桑，但时至今日还是“宝刀未老”，有着中国特色的韵味和魅力。 

  1.非揭露性报道，弘扬社会主旋律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社会结构的转型期。各种思潮相互激

荡，在这个时期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不可避免地凸显了出来。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的主流

媒体，更要肩负起社会责任，传达党和国家的心声。 

  电视新闻调查应该关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和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事件，把握

时代的脉搏，从而使人们找准自我价值的定位，从心理上消除人们对周围环境的不确定

性，指导人们积极地调整自己的行为，减少自我行为的盲目性。 

  比如《北京“非典阻击战”》，当时的社会对于“非典”有一种恐慌的心态，谈“非

典”色变。通过这期节目，人们第一次通过电视屏幕，全面直接地了解了北京市医疗系统

在抗击“非典”中，接报、隔离、诊断、急救、消毒等各个环节。之前，人们不知道SARS

是什么样子，在这个片子里第一次看到了SARS病人，使处于慌乱中的人们有了心理上的依

托，对于“非典”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在国外的新闻节目中，调查性报道占的分量较大，基本上都是揭丑报道。现在许多国

外新闻调查节目一味地强调收视率，为了迎合受众的口味，吸引受众的眼球，出现了庸俗

化、娱乐化、猎奇的倾向。而中国的电视新闻调查节目要对党和人民负责，更要站在时代

的前沿，俯瞰社会的弊端，启迪思想的觉醒。不仅仅注重揭露性报道，更应该注重正面或

者是中性的报道，给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人民以前进的信心和动力。 

  2.社会的守望者与引导者——监督与启蒙并重 

  《新闻调查》展现给观众的是调查的过程，在记者独立的调查过程中将事实一一展现

给观众，不矫揉造作，就仿佛是一件浑然天成的雕塑，没有丝毫人为的成分。受众在掌握

了有用的信息后，有自己的分析和思考。从这个角度来说，《新闻调查》站在了时代的前

沿，行使舆论监督的功能，并且在此基础上，启蒙受众的思想，最终使受众形成正确的认

识进而去改造客观世界。什么叫民主与启蒙并重呢？即公民社会中政府如何做政府——民

主、法治、廉洁、高效、透明？公民如何做公民——维权、博弈、妥协、平等、公平、规

则？④ 

  《新闻调查》是我国继《焦点访谈》之后又一重量级的舆论监督性的电视新闻节目。

从诞生之日起，《新闻调查》便肩负着舆论监督的社会作用和责任。在美国，新闻媒体被

看做是与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权力相抗衡的“第四等级”，担负着“看门狗”角色的守

望和监视作用。⑤监督类节目的作用在于它通过对事实的深度关注，能够及时向社会提出

一个强烈的、有效的警示信号，形成舆论的力量，而后舆论的力量与行政、法律相结合，

更好地作用于社会。⑥ 

  《透视运城渗灌工程》是《新闻调查》中舆论监督的经典例子。记者王利芬通过层层

剥笋式的采访，向人们揭示了运城渗灌系统是“面子”工程，形式主义使老百姓叫苦不

堪。在采访中，一名农妇告诉记者，“渗灌池没放过水，从来没用过”，跟在摄制组后面

的一名乡干部立即大声呵斥她：“谁胡说我就收拾谁！”由于《新闻调查》采用双机拍

摄，当时镜头正一个对准记者王利芬，一个对准那名农妇。听到那名乡干部说话后，敏锐

的摄影师迅速将对准记者的镜头转向那名乡干部，记录下了这意味深长的一幕。 

  说起舆论监督，也有一种偏颇现象，那就是道德先行。比如一个同情弱势群体的记

者，在涉及民告官、警民冲突、医疗纠纷的报道上，可能会把强势方面的合理性放得小，

无理性部分放得大，对另一方则反之。这样的新闻操作违背新闻公正性原则。新闻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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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媒介权利，它的公平是对所有公民、所有社会阶层的公平。也就是“事实面前人人平

等”。一个理性的深度报道，是要把矛盾各方的合理性和无理性全摆出来，让公众做出是

非判断，否则会误导公众的情绪。一个负责任的媒体，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知道所

做的报道怎样才能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甚至是全人类有利。⑦ 

  我国还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和弊端的显现是无可厚非的，《新闻调查》作为中

国电视最具深度的调查节目，理应肩负起社会责任，“铁肩担道义”，促进社会的进步，

启发人们的思想觉醒。近年来，由于受到市场经济浪潮的影响，为了追求商业化目的，不

少新闻节目的质量下降，格调不高。而《新闻调查》一直坚守着阵地，牢记心中的责任，

作为社会的守望者和引导者，不断地努力着、前进着。 

  3.提供了一个受众参与和表达意见的机制 

  早期的传播学认为，传播媒介具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力量，它们所传递的信息在受众的

身上就像子弹击中躯体一样，能左右他们的观点甚至支配他们的行动，故称为“子弹论”

或“皮下注射论”。而现在的受众再也不会单纯地崇拜媒介了。他们不再满足于做新闻事

实层面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力图成为新闻事件的参与者，成为意义和价值层面的判断者、

思考者。 

  《新闻调查》在事实的展示过程中，受众在声画一体的电视传播中能体验到对新闻事

件的亲历感，保证报道事实尽可能客观公正，同时将主观见解作为另一种客观存在体现在

报道中，为受众提供一个完整的熟悉系统，使受众在事实和见解的同步接收中，开拓自己

判定的思路，增强判定的依据，提高信息的价值。 

   

  不做“中国的《60分钟》”，要做“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调查” 

  《新闻调查》在成立之初，明确地提出了要做“中国的《60分钟》”的口号。在1996

年，中国的电视新闻调查节目还没有发展成熟，向世界顶级的《60分钟》借鉴和学习也是

无可厚非的。但是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新闻调查已经趋于成熟，我们不能一味地学

习美国，应该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做“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调查”。 

  1.内容创新：“文化构成”的创新 

  文化构成指内容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层面的表现要素。⑧美国学者曾提出过“ESP循环

说”，认为人类的文化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专业文

化。⑨中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电视形成“多元化”格局，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

现代主义并存，以纪实主义、娱乐化、平民化为新的特征，“文化构成”呈多元鼎力的局

面。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电视新闻调查节目的报道取向，应该是大众文化而并非是精

英文化。但是精英文化是以个性化、深度化、创造性、创新性为特征的，这与电视新闻节

目的众多品质相吻合。但是目前，我国的新闻调查节目对此类文化构成涉及的较少，值得

关注。 

  比如《动物福利》节目一经播出，便引起了较强的反响。有一些人认为现在人的福利

尚未得到保障，更何况是动物呢？认为这期节目太超前了，脱离了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环

境。其实不然，正是这样的节目使得我们对动物有了深入的了解，更加敬畏每个生命。这

是《新闻调查》在内容创新上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对精英文化报道的一种尝试。 

  2.“拿来主义”，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为我服务 

  首先，《新闻调查》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搜索素材，扩大选题的范围。但是在选

择筛选信息的过程中，要运用新闻人独到的新闻敏感及理性的判断，不能盲目地相信网络

上的言论。《一只猫的非正常死亡》就是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的好例子。节目针对网络上炒

得很火的虐猫事件，对三位当事人进行了采访，并采访了许多网友对当事人的看法，很好



地揭示了人性的欲望和发泄的心理。 

  其次，借助网络，可以更好地与受众进行交流，了解受众需要什么样的节目，得到一

些反馈，这样有利于节目不断地改进、完善。《新闻调查》应更加注重以网络为代表的新

媒体的力量，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 

  《新闻调查》栏目定位语，由最初的“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转变为

“探寻事实真相”，后又变为“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调查一个个新闻事件，记录一个

个或悲或喜抑或值得思索的事件过程，所带来的冲击击打着受众的心灵，只为了那深埋的

两个字——真相。当然，中国的电视新闻调查节目还在探索中，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完

善。要打响“中国式电视新闻调查节目”的品牌，可以说，《新闻调查》还在路上。 

  注释： 

  ①孙玉生：《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

222页 

  ②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 

  ③吴乐 唐泽：《解构深度——中外电视调查性报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31页 

  ④⑦《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监督与启蒙并重适合中国国情》，

http://www.wowa.cn/Article/73753.html

  ⑤吴乐 唐泽：《解构深度——中外电视调查性报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171页 

  ⑥孙玉生：《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

114页 

  ⑧吴乐 唐泽：《解构深度——中外电视调查性报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214页 

  ⑨高贵武：《解析主持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89页 

   

  （作者为湛江市广播电视台社教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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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众网所有内容的版权均属于作者或页面内声明的版权人。未经大众网的书面许可，任何其他个人或



组织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大众网的各项资源转载、复制、编辑或发布使用于其他任何场合；不得把其中

任何形式的资讯散发给其他方，不可把这些信息在其他的服务器或文档中作镜像复制或保存；不得修改

或再使用大众网的任何资源。若有意转载本站信息资料，必需取得大众网书面授权。 

2、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大众网”。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

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3、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大众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

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4、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30日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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