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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舆论　才能实现监督
———舆论监督的生成机制及实践要点

李力

媒体的舆论监督能否成功，通常与能否赢得舆论支持密切相关。２０１４

年２月中央电视台的 “东莞扫黄”事件舆论监督报道虽浓墨重彩、不遗余

力，但并未能达到预想的宣传效果，因为相关报道未能赢得舆论支持，反

倒遭受诸多质疑、吐槽。实践的误区源于对舆论监督内涵的错误理解，以

及对舆论生成的忽视。本文结合相关学理及实例，谈谈舆论监督的若干实

践要点。

一、舆论监督的生成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陈力丹认为，舆论监督是公众通过舆论这种意见的形态，

对各种权利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社会公众人物以及社会事件自由表达看法，

产生一种精神压力，进而督促问题的解决①。从这一定义出发，“舆论”是

实现 “监督”的前提。媒体对新闻事件的相关报道能否引起公众关注，能

否激发起公众讨论，并形成与报道目的同向的舆论，是舆论监督报道成功

与否的关键。

陈力丹还概括了媒体在舆论监督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１）信息传递，即如果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关于某个事件、人物的舆论，媒

体报道了这方面的舆论，引起当事组织和个人的注意，进而产生了影响；

（２）议程设置，通过报道和评论引起公众对某一事件的讨论和参与，形成舆

论，进而对当事组织和个人产生影响②。这揭示了舆论监督的两种生成机制：

舆论生成→媒体报道→实现监督

媒体报道→激发舆论→实现监督

２

①

②

陈力丹．新闻理论十讲 ［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陈力丹．新闻理论十讲 ［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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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哪一种舆论监督路径，都离不开舆论的支持。总之，必须先有舆

论，才能达到监督目的。媒体在舆论监督中主要承担了信息传递的角色，

一方面将新闻事件及相关信息告知公众；另一方面将公众的意见传达给相

关权力部门、组织，敦促问题的解决。

二、能否获得舆论支持决定报道成败

本文以中央电视台的 “东莞扫黄”事件报道为例，探讨舆论在监督报

道中的关键作用。２０１４年２月９日，农历马年大年初十，中央电视台新闻

频道在上午１１点的 《新闻直播间》播出了时长２４分钟的专题 《屡扫不绝的

东莞 “黄流”》，第二天晚上 《焦点访谈》节目又播出了 《东莞扫黄　重拳

出击》。报道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报道推出后并没能赢得受众的支持，反

倒遭遇诸多非议和调侃。报道播出不久，新浪微博某用户发出 “平安东莞！

天佑东莞！东莞挺住！东莞不哭”，还有另一博主发的 “东莞挺住，今夜我

们都是东莞人”，两条微博均转发过万条①。总之，在一些微博知名博主的

调侃下，众多网民纷纷跟进，都以娱乐的心态看待中央电视台关于 “东莞

扫黄”的相关报道。

对照上文的舆论监督生成机制，中央电视台的报道确实引发了舆论，

但这并不是与报道目的同向的支持性舆论，而多是调侃和质疑。虽然最后

达到了一定的监督目的，如涉黄场所的 “保护伞”遭受打击、相关警方受

到了处分、副市长被免职等，但是并没能赢得舆论的叫好声。

近年来，网络自媒体的兴起，传统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的影响力和公

信力受到冲击。在网络的围观下，主流媒体的失误或偏差往往会被加倍放

大。具体到 “东莞扫黄”事件报道，公众的关注大多聚焦于中央电视台新

闻报道的伦理问题，如画面中 “小姐”的脸部未打马赛克，侵犯了公民隐

私权；另外还有事件本身的新闻价值与报道分量的落差，东莞的 “性服务

业”存在多年已不是新鲜事，为何突然在农历马年新年之际浓墨重彩地推

出相关报道？故此引发疑惑。舆论监督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解决单一新闻事

件所涉及的问题，更在于通过事件报道及相关探讨，增强受众对生存环境

及社会的认知能力和适应能力，改善生存环境，营造和谐氛围，但是中央

电视台这一系列报道并没能传达出相应的思想价值。

３

① 徐晓蕾．“东莞扫黄”舆论场的三重门 ［Ｊ］．青年记者，２０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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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要点———如何赢得舆论支持

笔者曾策划、制作过一则舆论监督报道 《谁在造假》，关注广西桂林市

资源县农村沼气建设国债项目中的违规问题。该报道获得了中国新闻奖电

视评论一等奖，相关经验在如今仍具有实践指导意义。以下结合笔者相关

工作经验，就舆论监督报道如何赢得舆论支持提出几点建议：

（一）端正初衷

首先，随着传媒市场化的推行，商业意识渗透到媒体运作各个领域，

其中也包括电视新闻。当前的电视新闻不再仅仅满足于过去的宣传、公益

目的，也有了收视率的考量和经济创收任务，这使电视新闻业务部门、栏

目的报道初衷与其原有的社会功能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偏离。一些媒体为了

追求收视率，不惜以低俗、猎奇内容甚至杜撰故事来博人眼球，像中央电

视台的 “东莞扫黄”报道中大篇幅中展示涉黄酒店的服务过程，便有此嫌

疑。电视媒体的新闻业务部门在节目考核上，应适当弱化收视率指标，加

入影响力、美誉度等评价指标，以避免新闻采编上的短视行为。

其次，新闻媒体手握大众传播工具，掌握话语权，理应为最广大的受

众服务，而不能仅仅满足于某个小群体甚至个人的利益。尤其舆论监督报

道，要考虑事件的负面影响是否具有广泛性，能否解决一类问题，而不仅

是单一问题。从新闻价值来看，事件的影响面越大，与受众利益的关联性

越强，新闻价值越高，就越能引起受众关注、讨论。总之，媒体报道必须

出于公心，如果受众能够体会到媒体这一初衷，即便媒体在某些细节上出

现偏误，也不会受到太多苛责。

（二）正确指向

如前文陈力丹对舆论监督的定义，舆论监督的对象通常是权利组织，

如违法违规企业、民间组织或监管失职的政府部门。例如笔者参与的 《谁

在造假》报道中，主要以资源县农村能源办公室及其上级相关部门为监督

对象，揭露了资源县农村沼气建设国债项目中压缩建设项目、克扣物资、

档案造假等违规行为。相对于权利组织，普通个人往往处于弱势，如 《谁

在造假》报道中政府部门与村民之间存在极度的信息不对称，同时，村民

们也缺乏相关的技术常识和维权意识。在这种状况下，媒体的介入能够弥

补村民的信息弱势，为弱的一方伸张正义，如此不仅大快人心，也符合大

众媒体的新闻伦理要求。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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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 “东莞扫黄”事件报道，矛头指向不明，大量镜头留给了 “小姐”

的不雅举动，似乎 “小姐”成了 “东莞泛黄”的主因。然而在一些民众看

来，“小姐”这个群体同样是事件中的受害者，她们大多来自贫穷农村，来

到城市后无法立足，迫于生存压力才成为 “失足女青年”。与大多数贫苦农

民工一样，她们也是当下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不应当成为媒体声讨的对象。

与之相对，２０１０年北京警方查封某娱乐场所的相关报道，题材类似，却赢

得舆论一致叫好，原因便在于报道矛头直指涉黄场所背后的 “保护伞”，白

岩松将其解读为 “是向特权挑战”。报道指向体现了一个媒体的立场与价值

观，是 “为了谁”的问题，决定着报道播出后的舆论影响。

（三）经得起检验的新闻真实

恪守真实，是最基本的新闻伦理，是新闻报道得以发布、传播的合法

性基础。然而，即便在大众传媒发展日益成熟的当下，突破底线的做法仍

时有发生。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３日，《新快报》发表 《请放人》的声明，披露该

报记者陈××被长沙警方跨省刑拘过程，并呼吁放人；２４日又跟进发表

《再请放人》。两日后，事态发生逆转，新华网报道称陈××供认涉嫌犯罪

事实并深刻悔罪，中央电视台也同日播出 “陈××受人指使，收人钱财，

发表失实报道”的新闻。且不论孰真孰假，同为传统主流新闻媒体的 《新

快报》和中央电视台推出了截然相反的新闻报道，即必有一方的信息虚假，

并且如此高调，形同儿戏，这令传统媒体的公信力一落千丈。

新闻真实性除了要经得起受众的检验，同时也要通过规范取证方式及

采访流程、证据保留等手段，规避法律风险，即要经得起司法的检验。笔

者的新闻作品 《谁在造假》在参评中国新闻奖的公示阶段，曾遭到报道对

象广西桂林市资源县某局的举报，被指报道失实。为此，笔者撰写了一份

详尽的文字说明，将调查、取证、采访、播出等环节逐一罗列，解释了事

件进程及证据链条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且，对于关键证据的获取都有视频

纪录，相关结论的得出也都有相关政府工作人员的话语作为佐证。相关材

料上报给中国记者协会后得到认可。清者自清，事实真相得以还原，作品

终获大奖。

（四）正向价值

当前，“正能量”成为媒体热词，无论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报道，都希

望传达出正能量。舆论监督报道更是追求以负面报道传达正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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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价值并不仅仅得益于正确的报道初衷、真实的事件呈现以及问题

的解决，还源自媒体对人的尊重，尤其对报道对象的尊重，由此推及对社

会大众的人文关怀。国外的电视媒体大多强调 “避免伤害”的原则，即确

保采访中不侵犯采访对象的人身权利，不对采访对象构成伤害。中央电视

台的 “东莞扫黄”事件报道旨在揭露卖淫活动中的丑恶行为，宣传政府对

涉黄活动的惩治决心和行动效率，但是由于报道重点的偏差以及技术处理

手段上的疏漏，客观上对个人造成了伤害，致使整个报道难以传达出正向

价值。

有了正向价值，才能激发起正向舆论，最终达到舆论监督和舆论宣传

的目的。媒体如果仍以 “传者本位”的思维看待市场、播报新闻，以傲慢

姿态滥用 “媒介权利”，低估受众的判断力，不顾受众情感，必将失却人

心，丧失公信。

作者单位：广西电视台

职务职称：记者、主持人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发表期刊：《南方电视学刊》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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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自贸区特色　打造全国影响
———广西电视媒体经济深度报道探索

郭飞

引言

作为省级主流电视媒体，广西电视台的经济报道任务越来越重，要求

越来越高。但在很多时候，经济报道视野狭窄、内容枯燥、形式乏味，上

级不满意，观众不爱看，记者不想做。究其原因，首先，全球市场化形势

下，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经济报道不好做；其次，一个地方的经济新闻与

这个地方的经济活跃度、在全国经济版图中的位置也有关联，地位重要、

经济活跃，则新闻较多，也更受关注；再次，记者的素质也是重要因素。

广西是少数民族地区、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些年得益于中国—东

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发展变化加快。到２０１２年底，中国—东盟双边贸易

额已达４００１亿美元，年均增长２３％，是１０年前的７．３倍，中国成为东盟

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合作共赢，

“东盟元素”给广西带来真金白银。海关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２年广西与东盟

双边贸易总值达１２０．５亿美元，增长２６％，占同期广西进出口总值的四成。

东盟已连续１３年成为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

独特的区域优势，成为经济报道的富矿。报道什么，选择什么样的

题材，怎样报道？广西电视台一直在探索。我们的体会是：深耕区域特

色，走深度报道之路。这些年，我们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这

一契机，在题材选择上，立足区域特色，主打 “自贸区”这张牌；在报

道策略上，追踪热点，深度挖掘；在表现上，创新形式，多点组合，规

模效应。通过独特的经济深度报道，反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这

一进程中的经济热点、经济现象，以电视手段探索区域经济报道话语

权，打造全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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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题材选择：区域特色　热点难点

（一）广西特色与东盟元素结合　内容选择锁定自由贸易区

经济报道要想有所作为，必须深入挖掘区域经济特色，追踪区域热点，

挖掘具有全国意义的新闻资源。广西发展最大的优势就是中国—东盟自由

贸易区的建立，要跳出广西看广西，按照媒体的定位重新审视广西的比较

优势，将更多的地方特色、东盟元素融入策划报道当中。受客观经济发展

条件制约，相当长时间内，我们经济报道重点圈定在区内经济领域。伴随

自由贸易区经济一体化浪潮，内外因素都敦促报道不断转型，不断以全国

视野来进行报道。

在反映科学发展、产业升级的经济报道中，题材上我们选择广西国企

走出国门作为报道重点，派出采访小分队，专门赴东盟国家，采制广西玉

柴集团、柳工集团、东风柳汽、广西欧维姆、南宁桂花等知名企业在东盟

国家闯市场、树品牌的系列报道。它们中有几家机械企业强强联手，联合

进入越南市场，整车厂、整机厂相互配套，注重与当地汽修厂的售后服务

与人员培训，模式比较成功；有的企业注重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以

稳定的产品质量来赢得客户、赢得市场，在与国外企业竞争中，力求在东

盟国家站稳脚跟；也有一家食品企业在越南知名度颇高，一度人人趋之若

鹜，因为质量和本地化策略不到位，在与欧美品牌竞争中最后败北，退出

东盟国家。这些报道围绕科学发展、产业升级的话题，从更广阔的视角着

眼，在报道中注重处理区域性和全国性的关系，一方面明确全国性经济发

展的战略基调；另一方面适度地将北部湾经济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的地域性基因融入其中，注入更多的 “广西元素”，强化广西经济社会和文

化的特色，报道更客观、真实，差异化优势也更加明显，从而实现地域性

和全国性的统一、宏观视野全国影响，其中不少篇目为中央电视台采用，

进一步拓展和完善了区域经济报道的疆域和局面。

同时，我们也注重东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题材，先后报道老挝啤酒、

越南中原咖啡、越南平仙鞋业在广西的发展壮大。就对东盟的传播而言，

广西媒体具有地理上的接近性和认同性，充分发挥毗邻东盟的地缘优势，

凸显了经济报道浓郁的东盟特色。将广西内容融入东盟报道，以东盟的报

道凸显广西特色，通过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内容构成，真正拓展了

经济报道的区域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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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挥地缘优势　聚焦区域市场热点

经济报道的主体对象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是市场范围的不断

扩大和影响不断深化的过程，也包括各种力量对市场产生反作用的过程。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局部与全局、国内与国际有分野，但 “联系”更重要。

广西是中国唯一与东盟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省区，战略地位

突出。在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的自由贸易区中，金融和贸易活动频繁，价格

的异常波动、人的经济行为特别吸引眼球，其中蕴含商机，也暗藏危机，

是我们经济报道难得好的题材。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１日，越南盾对美元贬值，幅度达９．３％。此前，越南一

直面临通货膨胀和出口逆差的压力，由于贬值幅度高于预期，引发了周边

国家和地区的担心。越南连续１１年是广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越南盾兑换

美元大幅贬值，对中国与越南的进出口贸易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对这个热

点难点我们进行了跟踪报道。

在广西边贸重镇凭祥、东兴，稀缺性因素与游资的推动导致红木原材

料价格暴涨，“疯狂的木头”红木也和其他投资品一样，经历过大起大落。

原来一套只卖１万元左右的五件套黄花梨家具，竟然卖到１００多万元。大众

消费观念的改变，带来了整个产业的高速发展，小小的红木，全国热议，

这些也成了我们经济报道的重要选题。

甘蔗是广西和越南北部省区重要的大宗经济作物，在中越边境的广西

龙州县，有一种合作被叫作借鸡生蛋，同时也被称为是甜蜜的事业，就是

中越合作种甘蔗。为什么两个国家的农民要一起种甘蔗？这个事业又是如

何甜蜜的呢？我们的记者在龙州县采制了一组调查报道，《龙州：甘蔗

“伸”出国　中越两头甜》《糖厂吃不饱　越南甘蔗来帮忙》《双边共享 “零

关税”　合同甘蔗甜头多》，引人关注。

一方水土一方媒介，地缘优势是一座 “新闻富矿”，决定了选题的角度

和内容的变迁，越南盾贬值、红木价格剧烈波动、合同甘蔗这些带有鲜明

东盟元素的市场热点报道，受到观众关注和喜爱，由于及时和深度的报道，

也增加了我们在这个区域的话语权。

二、报道策略：追踪热点　深度挖掘

题材内容范围确定之后，要解决怎么报道的问题。我们的策略是，追

踪热点，深度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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