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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简而言之是指当下万物皆媒的环境，它涵盖了所

有包括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移动终端、数字电视等媒体形

式。在新媒体环境下，曾经收视率王牌的新闻类节目也不得不

顺势而为进行改版，此外各类新媒体平台积极开发两微一端新媒

体产品，从而实现传播平台的转向。

追溯新闻类节目的历史可以回到1978 年 1 月1日，新闻类

节目正式开播，恰逢同年 1 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

开，历史的巧合使得该节目肩负起发布权威信息、引导社会舆

论以及记录时代变迁的重任。1982年以来重要时政新闻由新闻类

节目首发成为其进一步成为我国独立新闻发布机构奠定坚实的基

础。作为标志性新闻节目，在其开播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一直占

据着传播政治新闻，彰显主流意识宣传色彩的重任，其收视率

持续占据榜首。同时新闻类节目也成为中国收视率最高、影响

力最大，也是世界拥有观众最多的电视新闻栏目。而随着新媒

体的不断涌现，其传播方式和手段更加顺应人人都有自媒体可以

发声的时代，因此这对以传统形式播报新闻的新闻类节目带来了

一定的冲击。

2011 年为了应对新媒体的冲击以及自身的发展变革，各频

道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从新主播欧阳夏丹、郎永淳的加入

再到节目形式的微调，新闻类节目的改版轰轰烈烈地进行着。

新闻中心副主任梁建增介绍，改版后新闻类节目的收视持续增

长，而欧阳夏丹和郎永淳当天的节目收视比2011年前10个月高

出了19%。改版后的新闻类节目观众忠诚度显著提高，新颖的形

式、全新的包装、主持人的新面孔等等一切都让人眼前一亮。

但新媒体产品自身的媒介特性以及多样便捷的传播手段对即使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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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在如火如荼进行改革的新闻类节目的收视率而言无疑带来了较

大的冲击。

1　央视新闻类节目收视率下跌

新媒体环境下，受众的自媒体——即各种移动终端无疑是接

收新闻最快速也是最便捷的工具，新闻客户端、新闻公众号以

及相关新闻产品的层出不穷使得传统的新闻类节目流失大量受

众。在新媒体冲击下，黄金资源发布会上的数据表明自2016 年

以来这档一直“蝉联第一”的收视王牌节目的收视率持续下

跌，而且幅度很大。根据收视率统计，在2014 年新闻类节目

收视率达到观看峰值，收视份额达到35.18%，相当于14亿中国

人每人每月重复收看5.6 次新闻类节目。但到了2016 年，总收

视率以及收视份额持续下跌。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新媒体产品

以及传播手段的冲击，二是因为新闻类节目作为传统新闻节目的

代表，面对新媒体环境下的转型节奏较慢。

2　新闻类节目时政新闻首发权传播平台转向的原因

2.1时效性不强的新闻选题

相较于新媒体传播信息以速度制胜的今天，新闻类节目的时

政新闻选题多以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最大限度地宣传国家主导

意识形态，形成了特有的话语结构和叙事文本。选题范围涉及

重要会议、领导人外事访问、国计民生、国际大事等时效性不

强的选题，对有价值的材料深挖较少，几乎成了行政公报和工

作简报。新闻类节目只能凭借其强大的意识形态属性传递以声画

为主、视听兼备的新闻，由于报道内容、报道形式的框架导致

的新闻类节目“旧闻”化现象显著。因此，能够看出在新闻

类节目的价值体系中，宣传的重要性凌驾在时效性之上。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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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性方面，大部分受众自然会使用接收信息更为快速和便捷的

自媒体，只是在时政新闻的深度和广度层面会观看新闻类节目，

因而其时政新闻首发权逐渐失守已是必然。

2.2一成不变的编排策略

电视节目编排是一项操作性很强的技术，既要讲求策略方

式，又要根据观众的收视规律在固定时段内安排好节目进程。

众所周知新闻类节目编排一直沿袭“先国内后国际、先中央后

地方、先硬新闻后软新闻”的编排策略，长久以来收视率一直

居于压倒性优势。只要是重大时政新闻，新闻类节目掌握绝对

话语权，“话语权”简言之，就是说话权，即控制舆论的权

力。话语权的掌握决定社会舆论的走向。新闻类节目作为王牌

新闻节目，其传递的信息代表最权威的政策。而在当代社会思

潮中，媒介传播的信息都是经过把关人的取舍后再现的真实世界

的一部分而已，这里的“把关”就是按照一定标准对新闻信息

进行取舍选择，它体现的是媒介组织的立场和方针。因此，新

闻类节目浓厚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其实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体现。

然而，新闻类节目长久以来坚持一成不变的编排策略加之新

媒体的冲击很容易让受众形成收视惯性从而对节目逐渐失去兴

趣，继而转向更为便捷的获取新闻信息的工具。在对这一情况

的审时度势中，该节目也适度进行了改革。20 1 3 年初，随着

“改变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出台，国内各个

媒体都积极投身到这次行动中来。新闻类节目也不例外，它压

缩了时政报道时长，只在节目中报道常委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且播出时长控制很短。在头条非总书记的情况下，节目还可以自

行选择主题主线报道，甚至是社会民生新闻这一举动首次打破了

“前十分钟领导人很忙”的惯例。因此，若想继续保持收视率的稳

定性，新闻类节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编排策略进行改变。

2.3新媒体传播手段的普及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新媒体传播方式的来临，受众手

中的移动终端，比如手机、平板电脑、阅读器等等这些便捷接收新

闻信息的媒介，可以在第一时间松开手指下拉刷新即可搜索和获取

最新资讯。众所周知，“新闻产品是易碎品”，对于新闻的首发是强

调时效性的要求，这点对于以传统电视媒体为播出平台的时政资讯

类为主的新闻类节目的收视率肯定会产生较大影响。那么，面对受

众随时随地获取利用自媒体获取新闻资讯的便捷性而言，作为传统

的新闻类节目将如何应对这种冲击？笔者通过持续对新闻类节目进

行参与式观看的体验来说，自2013年开始该节目也顺势而为，不

得不在节目结尾处加入“获取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新闻微博、

微信和客户端”的硬广告，来吹响新媒体阵地央视新闻的号角。此

外，新闻类节目于2019年8月24日正式入驻短视频平台抖音、快

手，而且以较为俏皮的方式和时髦词汇，例如“41岁”、“摩羯座”

等瞬间走红网络。因此，传统的新闻类节目只是依靠放低姿态以及

亲民的节目风格赚取收视率也不再能够成为优势。

2.4新媒体产品的不断涌现

新媒体时代已然来临，随着媒介资源的日益开放和信息获取

渠道的共享，各类新媒体通过新媒体平台不断提前发布领导人动

态以及各类时政新闻，比如受众下载最多且好评较好的“澎湃新

闻”、“今日头条”等不仅在第一时间播出新闻资讯还能够第一时

间配发评论以及网友参与。面对如此形势，新闻类节目的时政新

闻首发权传播平台逐步转向了新媒体是不争的事实。目前大部分

新闻客户端都在对重要时政新闻进行图文滚动直播，早在重大活

动开始前媒体就已经通过微博、APP等新媒体平台提前发布，而在

自媒体平台，网友们也会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动态作现场“实

时更新”。如此一来，传统意义上依靠“时政新闻”支撑收

视率的新闻类节目，在重大时政新闻面前的时效性相较于新闻媒

体而言大大降低，目前也仅能凭借其电视媒体的属性，做到画

面的独家而越来越难做到一手资讯和独家资讯了。

3　新闻类节目应结合自身传播特点，借势新媒体实现传

播平台的转向

新闻类节目作为老牌代表节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

也是党的舆论宣传喉舌，面对收视率接连下滑，受众不断流失的现

状，改版势在必行。在新媒体产品及传播手段不断冲击下原先对节

目内容感兴趣的观众，部分已经被分流到了新媒体平台，通过更换

传播媒介在第三方平台，例如APP、公众号上观看短视频、文字来

获取资讯。这部分被分流的电视观众，不占少数。

因此新闻类节目应该结合自身电子媒体的传播特点，首先从

新闻专题性、通俗性、故事性、可看性等方面下功夫，将一

些看似传统的“硬新闻”进行“软制作”，尤其是结合一些

节假日适时推出一些实用性的专题节目来温暖人心。比如可以将

“新春走基层”版块不断创新，以平民的语言和视角来深入基

层，最重要的是让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有表达观点和意见的平

台。回归平民视角来报道新闻，关注一线劳动人民，关心老百

姓的身边事，因为无论新媒体的形式如何变化，提供优质内容

依然是传统媒体需要坚守的阵地。

其次，从新闻类节目编排策略方面进行一定创新，对于国内

重大新闻、民生新闻以及国际新闻的编排可利用“垂直策略”或

“卡位策略”等进行精心设计，具体来说宏观到节目每个版块的排

列，中观到版块内部的排列，微观到每条新闻之间及每条新闻内

部呈现出来的序列进行创新设计。

再次，可以借助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做到一次性采集、多媒

体呈现、多渠道发布，将传统的电视新闻与微博、微信、客户端

以及APP形成联动效应，形成以“新媒体平台”为龙头的具有超

强品牌的新媒体集群，也可以在融合新闻方面形成规模效应，从

而实现传播平台的转向。

最后，可以利用新媒体发展契机，借助大数据的表现形式来

图解新闻，坚持推出数字新闻系列报道，打破以往单一传统的报

道模式，利用图表、柱状图、视频、动画、3D模型等可视化图像

来将新闻活灵活现地呈现在受众眼前。

综上所述，在新媒体环境下新闻类节目对时政新闻的首发权

实现了传播平台转向的基础上，进一步凭借其强大的意识形态属

性在坚持自身传播特点与优质内容取胜的基前提下，加强选题贴

近性、适度改变编排策略以及借助于新媒体报道手段及技术进行

融媒体产品的开发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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