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S WORLD

2014年第 1 期

电视新闻时评，又称为时事评论，是

电视新闻工作者对刚刚发生或者是发现

的新闻事实、现象、问题，在第一时间表达

自己思想、观点和认识的一种论说节目形

式。其最大的魅力就在于打破传统电视新

闻单纯的播报方式，抓住民众关心的焦点

事件，破解群众生活之难点，释民惑、解民

忧、达民意，由此来影响和引导民众，使人

们对特定新闻事件做出理性分析和正确

认识，从而更好地认识社会、适应社会、服
务社会。在当前新媒体多样化快速发展的

环境下，新闻源的共享程度日益提升，传

统意义上的独家新闻已不多见，而独到、
深刻并且富有指导意义的思想、观点、见
解则成为诸多电视新闻节目竞争的重要

手段之一。新闻时评节目便成为各电视台

吸引观众、提升媒体价值的拳头产品。
一、电视新闻时评节目的多维价值导向

我国以电视为主导的大众传媒既具

有明显的官方背景，发挥着指导生活、公
共教育、舆论引导的职能；同时也承担着

“自负盈亏”的发展责任，因此，当前的电

视新闻时评节目必须有效处理好媒体、公

众、政府、社会、新闻主体之间的多维关

系，才能发挥自身的功能。
1、注重新闻解读的深度与独特性，提

高节目收视率

提高节目收视率或提升媒体价值是

所有电视节目创办、制作与传播的初衷所

在，是电视台经济来源的重要保证。因此，

当前的电视新闻时评节目核心的价值追

求便是如何提升新闻解读的深度与独特

性，塑造自身独特的风格特征，一方面吸

引观众的注意力，满足观众的信息需求，

提高电视节目的收视率；另一方面提高电

视媒体在公众心目中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由此实现电视时评节目的价值，提升电视

频道价值。正如华中科技大学赵振宇教授

所说的：“在新闻报道特别是发布政策文

件的过程中，重大国际交往和重大突发事

件目前还保留着中央媒体和上一级媒体

的权威性，一般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往往是

无法替代的。但是，电视新闻时评节目作

为思想、观念、建议、方法的一种呈现出方

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等级区分，谁的观

点最新最深，谁的意见对公众最具启发意

义。这样的媒体必然受到观众的亲睐，在

提升节目收视率的同时，也会提高媒体频

道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①电视媒体创办

电视时评节目的核心便是提高收视率，塑

造媒体品牌。
2、构建公共话语平台，启发民智，满

足观众的信息需求

电视时评节目除了要注重提高收视

率的价值导向之外，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启

发民智，满足社会公众信息需求的价值导

向。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曾经说过：“公

共话语平台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

域，其原则是向所有公众开放，或者是由

站在公众立场的意见领袖来分析、评价某

一社会事件，从而在理性辩论、广泛述评

的基础上，启发民智，就普遍利益问题达

成共识。” ②电视时评节目具有这样一个

公共话语平台的功能，也即是由不同专业

背景的人，包括专家、学者、主持人、社会

公众等，从不同的角度对某一社会事件发

生的原因、造成的影响进行解读，在相互

辩论、相互启发的基础上，使广大电视观

众对问题本质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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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视新闻时评节目据事说理，既能传播特定的新闻事件，同时也能对其进行深度解读，是“事、理、情”三要素的综合体。
因此，一方面电视新闻时评节目作为一种电视节目样式，具有鲜明的风格特征，能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由此提升媒体价值；另一方面，

它也具有社会监督与舆论引导能力。基于此，我国的电视新闻时评节目必须有效处理好媒体、公众、政府、社会、新闻主体之间的多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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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便是由不同

专业背景、社会经历的人共同参与的一档

时评类节目，对于特定问题能够形成多样

化的观点和建议，使观众对该问题有一个

深入而全面的认识。因此，在制作、评价电

视时评节目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它是否

实现了公众利益的价值导向。
3、构建良好舆论环境，促进和谐社会

发展

电视时评节目是以节目参与者思想、
观点、建议的表达为主要内容，能够迅速、
及时、直接、广泛地反映、表达、激发人民

群众的意志和愿望，由此引导社会舆论的

发展。尤其在当前社会突发事件不断，而

人们又急需了解事件真相和有效的应对

措施的情况下，电视时评节目的舆论引导

功能变得愈发重要。具体来说，电视时评

节目构建良好舆论环境主要体现在：设置

公众议题，配合政府部门工作，发挥舆论

导向功能；干预社会生活，激浊扬清，引导

公众的道德舆论走向；针砭时弊，发挥社

会监督的功能。
4、关注民生，解决民忧

近年来，我国部分电视时评新闻节目

逐渐朝着民生新闻的方向发展，也即本着

“平民视角、民生内容、民本取向”的创作

思想，针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

些事件，通过新闻播报加上相关的评论，

由此引起社会的关注，对相关部门产生舆

论压力，最终促成问题的解决。这是由传

统的电视新闻播报和新闻评论相结合所

产生的一种新的电视新闻时评样式，不仅

具有鲜明的风格特征，而且由于相关话题

贴近人们生活，甚至是涉及人们的切身利

益，因此，能够获得较高的收视率，成为一

种重要的电视时评节目样式。
二、当前电视新闻时评节目在均衡价

值导向中存在的问题

1、以提升收视率为核心目标，但节目

内容与形式的同质化现象严重

电视新闻时评节目在节目内容与形

式上存在严重的同质化现象，甚至抄袭模

仿的行为也时有发生。《焦点访谈》是我

国电视新闻时评节目的样板。该节目火爆

之后，全国各地方电视台的时评节目大都

按照此种模式展开，比如记者的采访报道

展开事件，大量使用同期声，众人的议论

穿插其中，最后再以主持人的点评结束节

目。电视观众对此类节目往往会产生似曾

相识的感觉，虽然能够激发一时的兴趣，

但从长远来看，这些节目的制作质量与点

评深度毕竟不如《焦点访谈》，因此，观众

也就渐渐失去了对此类节目的兴趣。
2、时评题材存在偏颇，无法构建公共

话语平台

从当前电视新闻时评节目的题材来

看，大都关注的是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

重大新闻事件、社会问题与社会现象等

等，尤其是对人们已经熟知的或者是在社

会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新闻事件进行分

析和评论。这会带来三个方面的结果：一

是评论题材的偏颇，特别是忽视了普通民

众关注的或者是涉及到其切身利益的一

些话题；二是往往由一些专家、学者、政府

官员等群体对这些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

问题进行评论，缺少不同专业背景、生活

经历的普通民众的声音，无法构建一个有

效的公共话语平台；三是所有的媒体都针

对某一焦点事件进行分析和评论时，其思

想、观点、建议的雷同性较大，无法实现创

新，因此，也就不能吸引观众注意力，提升

媒体价值。
3、点评不到位，无法实现启发民智的

价值导向

电视新闻时评节目不仅对于点评者

的个人素质、专业背景、工作经历具有一

定的要求，从而能够提出不同的思想和建

议；同时也需要点评者进行充分的前期准

备，尤其是对点评事件的全面了解和系统

认识，由此形成系统、流畅的表达内容。然
而，当前诸多电视新闻时评节目主持人和

评论员却存在讲解政策多、个人意见少；

观点雷同多，独特见解少；描述新闻现象

多，分析新闻本质少；看到现状多，能够前

瞻少；情绪化多，理性少；甚至是还存在诸

多敷衍了事的行为，语言断续，观点混乱

等等。这种现象不仅无法启发民智，而且

对于提升电视收视率也没有任何帮助，甚

至还损害了电视频道和节目主持人的个

人形象。
4、观点偏激，破坏社会舆论环境

当前的一些电视新闻时评人员往往

会忘记自身作为大众媒体“发言人”的角

色，不清楚自身言行可能带来的影响，采

用偏激的观点，导致事件的恶化，破坏社

会舆论环境。比如近年来我国在钓鱼岛、
黄岩岛与周边国家发生争端，部分新闻评

论员便不断地叫嚷我们要武力解决问题，

我们不能有损尊严等等。这极大地助推了

国内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仅无法

平息事件，而且还在国内造成打砸事件，

既影响到国内社会的稳定，同时也破坏了

我国的国际形象。
三、促进电视新闻时评节目健康发展

的建议

从均衡自身多维价值导向的角度来

说，我国电视新闻时评节目的健康发展应

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电视工

作者对于时评节目的创办目的与重要性

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尤其是在节目内容

与呈现方式上要具备一定的创新性，通过

新颖的节目模式和具有一定深度的节目

内容，来吸引观众注意力。在提升节目收

视率的同时，实现媒体价值和节目的社会

价值。其次，电视时评节目的主持人和评

论员要经过严格筛选，不仅具备较高的专

业素质，对特定新闻事件能够进行深入的

剖析，发表不同的思想、观点和建议，而且

还要具备一定的政治敏感性和社会道德

素质，一方面能够从社会发展、国家进步

的全局出发考虑问题；另一方面也能够进

行全面的前期准备，从而对自己的新闻时

评工作、自己的言行负责。最后，当前的电

视新闻时评节目还必须具有一定的责任

意识，一方面要注重普通民众关注的或者

是涉及到其切身利益的一些话题；另一方

面能够发出不同的声音，由此构建一个有

效的公共话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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