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2013.01 
本刊特稿

新传播形态下
传统电视新闻的变与不变
——2012电视新闻业观察与思考

据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新传播形

态下的中国受众”调查① ：2010 年全国受

众每星期收看电视的平均天数为 6.29 天。其中

83.3% 的受众每周 7 天收看电视。在电视观众当

中，平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约 3.2 小时。同时，

全国受众平均每星期上网的天数为 1.48 天，其

中 17% 的人每周 7 天都会使用互联网。尽管网

络受众比电视受众使用规模要低得多，但调查

显示，互联网使用者平均每天的上网时间约 2.92

小时，已远远超过了报纸读者平均每天 53.13 分

钟的读报时间。互联网的这一发展势头还在继

续。传统电视新闻无论行业形态还是报道方式，

都身处以新技术、新媒介为标志的新传播形态竞

争格局当中，已是不争的事实。

2012 年，以各家电视机构参与新闻界“走

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的相关报道，和中

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一系列“变脸”为标志，电

视新闻朝向更加贴近社会民生的方向转变，“接

地气”、“亲民”的变化被广泛关注。10 月 19 日，

央视在《新闻联播》的新闻公益行动“我的父

亲母亲”小板块中，以“四兄弟 ：母亲你在哪

里？”为题报道四兄弟驾车寻找走失母亲。这则

首次出现在《新闻联播》中的“寻人启事”，一

个多月来单是在网易视频里就被播放两百多万

次，1.3 万多人投票的 10 分制评分获得 9.3 分。

据悉，2013 年《新闻联播》不仅会延续广为热

议的“你幸福吗？”这样的街头调查，还将增加

“寻人启事”小板块。②总体上，“加重社会民生

类新闻的比例”会是央视新闻栏目明年改版的基

调。已影响中国社会二十年的《焦点访谈》将

加强突发新闻深度报道，加大民生类节目比例 ；

《新闻联播》也会突破以往的报道模式，不仅注

重百姓视角和故事化的电视语态，也要提升重大

突发国际新闻事件的报道力度。③在进一步强化

已有的“新闻短评”环节、变单纯新闻播报为

夹叙夹议的基础上，《新闻联播》还会增加“新

闻现场连线”和“新闻评论员机制”，乃至加快

新闻播报语速。④此外，央视一套将重新编排	《小

撒时间——证据在说话》《王刚时间——收藏传

奇》《张斌时间——传奇体育》《岩松时间——观

天下》《柴静时间——看见》《崔永元时间——小

崔说事》，打造 23 ：30 王牌主持人精品节目带。

这些动向都可以被视为在新传播形态下，主流电

视媒体为与互联网快速、海量、随便、多元的新

闻信息进行竞争所力图做出的改变 ：一方面进一

步提升电视新闻的信息量和接近性 ；另一方面不

仅充分发挥电视优势继续强化新闻现场直播，而

且更要在纷纭复杂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既报道事

实又提供对事实的解读和多元阐释，以彰显主流

新闻媒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平面媒体加速推进全媒体战略，

加入视频内容竞争

以 2012 年中国电视新闻业所处的竞争环境

□	陆　晔		薛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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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首先面对的一个变化是平面媒体加速推进全

媒体战略，深度加入视频内容竞争，媒介融合正

在从理念变成现实。从 2009 年《南方都市》报

提出构建“南都全媒体集群”，⑤到 2012 年 5 月

发布搭载了基于安卓系统的定制应用平台——

聚合了南都新闻、南都视点、南都视频在内的平

板终端产品“南都 PAI”，⑥平面媒体借助网络和

数字技术抢占移动互联网入口，大力拓展产品

线、扩大受众覆盖、再造商业模式、实现传播介

质革新，已是大势所趋。手机等也都是平面媒体

“全媒体战略”的目标，目前《南方都市报》《南

方周末》的新浪微博粉丝都各有将近 400 万，南

方日报报业集团的诸多纸媒产品手机版也都有

专门的安卓、iPad 客户端。

平面媒体进入视频内容制作领域，远不止

南方报业一家。财新传媒在其官方网站上提供的

视频产品已经形成了由财新时讯、实时报道、快

评财新闻、国际财经观察、财经大广角、财经人

物汇等栏目组成的丰富的内容集合，并与多家主

流电视媒体机构合作制作栏目或节目。尽管目前

尚未有确凿的实证调研的结论，证明传统电视新

闻业的生存空间已经遭到此类全媒体、新媒体产

品的挤压，但这个趋势包含了通过内容平台的开

放性特征来整合多种不同媒介产品的可能性，值

得高度关注。

这一可能性不仅意味着电视新闻已不再是

传统电视媒介的一统天下，受众的电视收看行为

也不仅仅依赖于客厅里的电视机来完成——包

括新闻在内的电视传播活动，从内容生产到个体

收视习惯都正在被颠覆（比如，看电视不再是以

往那种以家庭为主要单位、以客厅为主要场所的

活动，平板电脑、手机等移动终端改变了电视收

视方式，受众对内容的需求和喜好也随之改变，

新媒体的互动性也重新构造了传播者与受众之

间的关系）；而且意味着传统媒体正在从单一的

内容供应者，拓展为信息集成和全媒体的综合营

运商。显然，在这一情势下，电视媒介机构的改

革步伐要慢得多。

新媒体 ：既是节目反馈推广的互动平台，

又是新闻线索来源

2012 年国庆长假期间，中央电视台连续 9

天在新闻频道推出“喜迎十八大 ：走基层·百姓

心声”特别节目“假日调查 ：你幸福吗？”，在

《新闻 30 分》《朝闻天下》《新闻联播》等不同栏

目播出，除了电视节目自身的影响力之外，“你

幸福吗”这一议题在网络尤其微博上“滚雪球”

式地持续扩散，为这一话题在公众中的热议起

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央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

国》热播之际，总导演陈晓卿 5 月 23 日上午在

新浪微博一小时的微访谈时间里，网友提问多达

2593 条，几乎每分钟就有 40 多条提问。⑦ 2012

年，电视与互联网的互动已成常态。这种互动，

除了电视报道的各种热点话题在网络上引发关

注之外，最常见的就是节目制作者主动在网络

上进行推广。既有常规栏目的日常节目预告，

也有重大报道、特别节目通过电视机构或节目、

栏目组的官方微博在播出前为聚集人气进行预

热。如上海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新闻杂志节

目《七分之一》，每一期的内容都会在官方微博

上预告，节目编导也会在微博上与受众交流 ；⑧

新闻谈话节目《海上夜谈》还登陆了腾讯微信

公众平台，观众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加关注参

与讨论。⑨

除了电视新闻节目内容依托互联网进行全

媒体推广之外，互联网内容进入电视新闻栏目，

也是电视新闻报道与新媒体互动的重要方面。中

央电视台新闻频道《24 小时》栏目下设的小板

块《微观天下》，就是针对每天微博上的热点事

件或热议话题进行分析和评点。如 2012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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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微观天下》“女童公交车上骂老人，被

女子扇耳光”这条新闻，节目主播先引述《大连

晚报》官方微博有关这一事件的帖子，然后链接

湖南经视提供的事发公交车上的监控视频画面，

来还原事件现场，主播再结合微博网友的各种议

论进行点评。2012 年的一个热点事件“摄影师

深夜偷拍湖南候鸟杀戮现场”, 则是平面媒体《长

沙晚报》摄影记者拍摄的视频短片，这部视频短

片 10 月 16 日上传优酷网，一天之内点击量超过

15 万次，引起各方媒体关注，不少电视媒体在

跟进这一选题时使用的图像资料便是来源于这

段 12 分钟的视频。

互联网尤其是微博内容成为包括电视新闻

在内的传统媒体新闻内容的组成部分，已变得越

来越普遍。和中央电视台《24 小时》类似，上

海电视台晚间《新闻夜线》在整档节目结束前

也有一个专门与网络互动的小栏目叫《微天下》，

主持人会就当天微博上的一些热点事件和热点

人物，看图说话，夹叙夹议一番。不过该节目

更具标本意义的是其子栏目《夜线约见》。这一

部分是就当天重要新闻事件和议题进行直播访

谈——在这个日播新闻栏目中，常设观众的微博

反馈，每天坚持把微博上的公众意见和观点引进

节目，作为节目结构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驱动

访谈逻辑向前推进。

除此之外，传统媒体从互联网上寻找新闻

线索更是屡见不鲜。当然，从 2012 年电视新闻

业的具体实践来看，电视新闻从业者已经认识

到，新媒体时代电视更应该学会把网络的内容当

线索，再进一步发挥电视新闻报道的长处，进行

自己主导的内容开掘。换句话说，电视新闻报

道正在探索如何让新媒体“为我所用”，而不是

跟着互联网人云亦云，被新媒体牵着鼻子走——

尽管新媒体使得电视新闻报道的线索更多元、

反馈更直接，但电视还是要在此基础上充分发

挥自己的长处，凸显画面的现场表现和对新闻

事件的发生发展进行伴随式调查的优势——“不

能简单地从网络到电视。如果没有更详细的调

查，没有更具冲击力的现场，观众不如直接看

网络好了”。 一个具体实例是，2012 年四五月

间，有上海市民在网络论坛和微博上反映孕妇

建卡难的问题，上海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

《新闻透视》栏目以此为线索，就这个问题进行

了深入调查，完成了一系列报道，探讨孕妇建

卡究竟难不难，如何难，难在哪。类似的电视

新闻报道，不仅超越了互联网的碎片式信息集

合，提供了来自主流电视媒体职业记者更全面深

入的报道内容，而且有效地对网络热点话题进行

了引导，对群体心理也有所疏导。

新技术继续改变电视新闻报道语态

从 2012 年电视新闻的发展态势看，新技

术本身依然持续地对电视新闻生产方式和播出

流程产生影响，并逐步改变电视新闻的报道语

态。其中大型电视直播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

2012 年 3 月 25 日至 4 月 2 日胡锦涛主席出席

首尔第二届核安全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四

次会晤和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央电

视台首次实现通过专用信号对我国领导人在境

外的讲话进行全程直播，这也是国家电视台朝

着重大时政电视报道直播常态化迈出的重要一

步。2012 年 7 月，中央电视台《东非野生动

物大迁徙》大型跨国直播项目，完成了全球电

视媒体首次在非洲对野生动物迁徙进行的直播

报道。

3D 技术开始进入电视报道领域。北京台引

进全国第一台 3D 电视转播车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正式交付使用。这台转播车首先用于每天向

央视 3D 试验频道提供一小时的首播节目，也为

今后 3D 节目普及积累更多素材。除可进行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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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录制外，还可作为 10 讯道转播车完成高标

清节目的制作。 更大规模的 3D 演练是中央电

视台购买了 2012 年伦敦奥运会 3D 电视报道权，

在 7 月 27 日至 8 月 12 日期间，通过有线电视网

在央视 3D 频道上提供包括开幕式、闭幕式，田

径、游泳、体操等项目比赛共 300 小时的 3D 直

播节目。伦敦奥运会报道也是央视第一次在电视

屏幕上引入二维码——观众在收看赛事直播或

插播广告时，只需用手机摄像头扫描二维码，就

可以获取下载链接，了解电视报道以外的相关信

息，如运动员介绍、赛况盘点，赛场所在城市的

建筑、天气等资讯。

继 2011 年北京电视台、东方卫视等电视机

构完成新闻演播室改造以来，2012 年从省级台

到地市级台，更多的电视机构加入到新闻演播室

升级换代的行列中，直到年末仍能看到正在公开

招标的“贵州省铜仁市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改造项

目”和已招标完成正在公示的“湖北广播电视台

经视频道新闻资讯演播室更新改造省级政府采

购项目”。 尽管大多数经过改造的新闻演播室

并没有都采用东方卫视那样新闻主播站着的播

报方式——这一播报方式的改变，被认为有助于

将电视观众“带”入由大屏幕、多媒体影像构成

的“虚拟新闻场景”，增加观众“看新闻”那种

更真切的现场实感 ——但高清、大屏幕、交互、

开放式新闻演播室，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电视新

闻收视体验，已经成为保障电视新闻报道内容品

质重要的技术基础。

当然，演播室改造带来新闻播报方式变化，

以拉近观众和新闻现场的距离，只是新技术对电

视报道产生的最表面的影响。如何降低技术门

槛，进一步改变新闻报道的语态、拓展新闻内容

空间，才是电视新闻从业者更加关心的问题。

比如，若能充分利用网络技术简化直播流程，提

高直播的技术便利性，新闻直播被采用的可能性

就会更高 ；若解决技术门槛问题，大量利用网络

视频连线，对新闻事件当事人和嘉宾进行采访，

新闻报道的消息来源和意见观点就会愈加丰富。

上海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今年开始探索在

不配备其他技术人员的前提下，记者自己用 3G

手机拍视频、进行直播，就是为了应对突发事件

只有记者在现场时如何以更便捷的方式完成直

播报道。显而易见，这些技术手段更符合新媒介

时代的要求和趋势，电视新闻生产的过程和方式

也会加灵活和开放。■

（作者陆晔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

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薛丽系复旦大学新闻学

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项目“传统的消逝：影像传播与日常生活”的成果之一，

项目批准号 ：10JJD8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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