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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和公益性质

努力提高中国电视节目品位
———答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记者问

(2007 年 5 月)

主持人:欢迎观众朋友来到“新闻会客厅”。 这两天北京正在举行 2007
年全国电视台台长论坛,在这个论坛上,有 60 家电视台的台长共同发起了北

京宣言,这样的一个宣言承诺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请到了国家广电总局办公

厅主任、新闻发言人朱虹。 首先请朱主任告诉我们,北京宣言主要承诺的是

什么?

答:北京宣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承诺我们中国各级各类电视台都要坚持

正确舆论导向,坚持电视的公益性质,坚持为广大群众服务的宗旨,把中国电

视台的节目办好,作为引领社会、促进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

主持人:为什么要由所有的台长来做出这样一个承诺?

答:因为台长是我们中国电视台的决策人和管理者,他们直接领导电视台

的所有员工,管理所有电视节目的审定播出,有了他们的庄严承诺,就能够真

正确保这个宣言落到实处。

主持人:我这儿有一个数字“96． 23% ”,可能观众朋友看到它会觉得有点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是什么,代表什么,但是朱主任是新闻发言人,经
常发布数字新闻,一看就知道。 您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答:这个数字是指中国电视的覆盖率占了中国13 亿总人口的96． 23% ,数

字大约是十二亿三千多万人,这在全世界覆盖人口是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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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1 230 000 000(十二亿三千万)写出来有多长,看,一下都数不过

来。 这么庞大的一个数字,您是不是会觉得肩上的责任很重?

答:对,这个数字说明了中国的电视是我们国家所有媒体当中的第一媒

体。 根据我们在农村进行的调查,89%的农民说,他们精神生活的第一享受就

是看电视。 每个中国人每天平均看电视的时间超过三个小时。 中国现在有四

亿台电视机,这在全世界是第一位的;一台春节晚会有十亿多人在看,这在全

世界没有第二家。 事实证明,中国的电视影响最大。 在这个背景条件下,我们

应该怎样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课题。

主持人:朱主任说到了作为电视工作者承担的社会责任。 在进行这个话

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放“香蕉癌症”新闻短片)。 针对个别媒体关于

“香蕉癌症”的报道和社会传言,“焦点访谈”的记者前往海南和广东等地实地

采访,以科学的事实澄清了谣言。 节目播出后,海南香蕉价格大幅回升,为蕉

农挽回经济损失人民币 60 亿元。 这个故事是由一则误导性新闻引起的。 请

问朱虹主任,您在工作中也了解不少虚假新闻带来的负面影响吧?

答:我们的电视台播出过许多很好的节目,对于促进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发

挥了巨大作用。 当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北京宣言要解决的一条,

即电视屏幕上的低俗化问题。 比如新闻节目、访谈类节目,本来不是娱乐性的

节目,但有的电视台将有些节目娱乐化。 泛娱乐化在电视节目当中表现比较

普遍。 第二个就是海选、选秀类的节目,有的演员表演庸俗,有的评委自我炒

作,说一些难听的话,对未成年人造成伤害。 三是一些法制类节目展示犯罪细

节,给公安部门侦破工作造成了很大危害。 另外,一些访谈类的节目也出现了

问题,背离社会伦理道德,专门谈婚外恋、包二奶、同性恋等边缘话题。

(观众发言:在以前看过的港台节目中,有一些主持人和被邀明星谈论的

话题非常低俗,有的东西不堪入目,有些根本不应该让小朋友看见的东西他们

也要谈及,我觉得这些是比较低俗的。)

他这个发言两条讲得很好。 第一条,反对低俗化,主持人的素质要提高。

这一条是今后必须要解决的。 第二条,要防止低俗节目对未成年人的影响。

为什么我们要治理低俗化? 就是因为有很多节目对青少年影响很大,对未成

年人的健康成长不利。

(观众发言:我觉得电视台之所以会制作这种低俗化的节目,有两个原

因。 第一个是编导把关不严,第二个是尽管电视台知道低俗节目不被主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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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但是这种电视节目有收视率,刺激电视台制造出一些低俗化的节目。)

这位同学讲到了问题的实质。 为什么会出现低俗的问题? 就是由于一些

电视台片面地追求收视率,追求所谓广告效益。 要正确看待收视率。 要不要

有收视率? 当然要有。 但不能把收视率作为最高标准,更不能作为唯一标准。

电视节目对人有个引导问题。 电视节目是精神产品,有意识形态性,不能归结

为单纯的经济现象,尤其不能简单地把电视节目等同于眼球经济或注意力经

济。 如果讲电视产品的经济属性,今后我们应把它定位为品牌经济、创意经

济,要用新的内容、新的节目创意来吸引群众,用品牌的力量把观众的忠诚度

和注意力持久地吸引到频道和节目上来,这才是我们制胜的法宝。

主持人:最早提出电视节目有低俗化倾向是在 2005 年吧,那个时候你们

是不是派了很多人下去做了实际的调查?

答:我们派了若干调研组到全国十几个省市进行调研,开了座谈会,听了

各方面的反映,也直接收看了当地很多电视节目。

主持人:随后出台了哪些相关政策和规定对低俗化现象进行治理?

答:我们连续发了十多个文件。 如,对选秀类节目,我们以前是没有时间

限定的,现在我们规定选秀节目在电视台播出只能有两个半月,而且跨省区的

选秀节目必须报广电总局批准。 另外评委也不是谁都能当的,电视台要对评

委人选进行研究,而且选手报名的条件也有改变,原来 16 岁以上就可以报名,

现在的规定是 18 岁,因为 18 岁才算成年人,才能够不影响中学阶段的学习。

我们出台的这一系列规定,都是为了有利于青少年教育,制止低俗化的泛滥,

使我们节目都能够沿着正确的、健康的轨道前进。

主持人:规定下来,我想压力最大、最紧张的还是在各个电视台主持工作

的台长们。 今天在现场也请到了陕西电视台副台长王渭林,以及厦门广电集

团总裁周旻(王渭林、周旻发言)。 刚才两位台长所讲述的给我一个感觉,都
在作为传媒人的责任感和收视率、市场的收益上进行抉择的时候,其实还是会

有矛盾心理的,在这种情况下,到底该怎么选择?

答:所以我们现在就明确一条原则,当收视率和我们说的这些原则发生矛

盾的时候,我们强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但是任何时候,社会效益都

摆在第一位。 “导向金不换”,为了体现电视台的公益性质和舆论导向,我们

宁愿不挣钱,也不能播低俗的电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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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但是如果收视率都不好的话,即便你这是非常好的节目,看的人

少,不是也影响效果吗?

答:对。 我们想追求两个方面的统一,但是这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只能

把社会效益摆在第一位;而且我们也相信,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引领观众、引

领社会,我们就可以不断提高观众的审美情趣,使他们愿意看我们一些高雅

的、有品位的节目。 现在有的孩子只知道四大天王,不知四大名旦;只知李宇

春,不知荀慧生。 我们电视人的责任是什么? 就是要引领观众的情趣,不断提

高他们的鉴赏能力和品味,让观众了解我国文化传统的精华,了解我国的艺术

大师,了解我国经典的、高雅的文艺作品,这就是我们电视人的责任。 我们希

望大家共同探索、共同监督我们的电视台和我们每个电视人的行为,使我们能

够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积极健康向上的节目,使各级电视台成为传播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载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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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节目形态　 打造广电品牌
———就广电总局推出 20 个典型节目形态答记者问

(2009 年 1 月)

为鼓励节目创新,近日,广电总局拟推出 2008 年度 20 个创新创优典型

节目形态。 这 20 个典型节目形态是:中央电视台的“文化访谈录”、江西卫

视的“传奇故事”、广西卫视的“金色舞台”、贵州卫视的“中国农民工”、上海

第一财经频道的“头脑风暴”、河北卫视的“读书”、广东卫视的“社会纵横”、

四川卫视的“真情人生”、江苏卫视的“名师高徒”、福建东南卫视的“开心

100———大魔竞”、内蒙古卫视的“蔚蓝的故乡”、安徽卫视的“相约花戏楼”、

重庆卫视的“拍案说法”、深圳卫视的“直播港澳台”、湖南卫视的“智勇大冲

关”、山东电视台少儿频道的“谁不说俺家乡好”、黑龙江卫视的“珍贵记

忆”、北京电视台的“岁月如歌”、湖北卫视的“有奖有法”和浙江卫视的“我

爱记歌词”。

这 20 个典型节目形态在内容上涉及了新闻资讯、文化评论、故事解说、综

艺展示、真情讲述、深度访谈、普法德育、读书教育、舆论监督、体育竞技等多个

方面。 它们之所以能成为典型节目形态,是因为这些节目定位准确、视角独

特、内涵丰富、形式新颖、格调健康、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满足了人

民群众精神文化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需求,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和好评。

这些节目倡导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营造了和谐健康的舆论氛围,体现了

电视媒体的公益服务精神,彰显了电视媒体的社会责任,树立了电视媒体的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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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力、公信力和影响力,是 2008 年电视节目形态中创新强、内容新、形式活、质

量高、收视好的典型节目形态,在广大观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展示了全国

电视节目创优、创新的丰硕成果,发挥了优秀电视节目的引导作用,促进了电

视节目的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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