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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通过对国内最具代表性的深度报道媒体或栏目负责人的访谈，来解读这些媒体或栏目的成功
经验。
第二部分重点采访若干名国内最出色的深度报道记者，选择他们最突出、典型的深度报道个案，挖掘
幕后的故事和体验。
提供1篇最经典的个人作品，同时收录作者的采访手记。
第三部分为附录。
通过附录中的资料，给有志于从事深度报道的新闻从业者提供相关信息服务，这是很有价值的增值内
容。
　　深度的精英访谈、经典的案例分析、实用的操作手册，由南方日报出版社推出的《报道如何深入
——关于深度报道的精英访谈及经典案例》一书，既给深度报道从业者提升报道技能提供了一本鲜活
的教材，也给新闻传播研究者把握新闻实践前沿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视角。
 对新闻人来说，《报道如何深入》是一本启发他们怎样让新闻接近真相的报道手册；而对非新闻人来
说，它又是一条把握社会转型与新闻报道复杂关系的生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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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志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新华传媒工场顾问。
研究方向：媒介经营管理学、媒介社会学等。
主编或主撰出版《媒介营销案例分析》、《媒介资本市场案例分析》、《网络人物风云史》等书。
曾先后担任星空传媒集团、STR国际集团等多家知名企业项目顾问，独立承担过中国媒体投资现状及
战略分析、中国广播业结构调整策略、户外广告业市场分析等研究项目或课题，并为上海浦东新区媒
体新闻实务培训班、上海教育报刊总社业务培训班等课程担任培训师。
迄今已在《新闻大学》、《中国报业》、《新闻记者》等专业期刊发表媒介经营管理类论文40余篇，
新闻作品曾获中国产业经济好新闻奖和广东省好新闻奖。
联系信箱：zhangza@263.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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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著名深度报道栏目／媒体主编访谈调查性报道是奢侈品、易碎品——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
制片人张洁访谈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调查性报道／用简单的结构来传递复杂的东西／对人和节目的管
理都是动态的／愿意在《新闻调查》做到退休看惯了黑暗，更喜欢光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纵横》负责人侯永生访谈基本模式，就是“事件+背景+评论”／解决问题，不单单是新闻媒体的事情
／最大特点，就是用音响来表现／过分强调利益，会伤害媒体的公信力／试探前进，走到别人没有的
高度报道读者应该看的东西——《财经》杂志常务副主编王烁访谈“以我为主”地做杂志／独立、独
家、独到／经济报道更加强调可靠性／做自己觉得重要的报道／从立场和态度上来吸引人／报道最重
要，其他的不重要／她的影响是全面的，透彻的好报道就要把故事讲好——《中国新闻周刊》执行主
编靳丽萍访谈要报道那些反映中国社会变迁的主流题材／事实和问题之间必须有逻辑关系／没有好的
故事，就没有好的传播效果让政治关心你的生活——《瞭望东方周刊》副总编孙凯访谈为主流人群打
造的时政杂志／纯粹用记者的目光观察、思考和解读／好看故事独家思考／杂志内部形成有力支持／
时政类周刊发展空间巨大重新打量每个生命——《南方人物周刊》副主编徐列访谈理念传承：一个“
人物”的诞生／定位考验：期待成为主流大刊／运营体验：迈过了一道坎／核心功能：感动、感慨、
感悟／报道策略：把人物的内心彻底创出来下篇　优秀深度报道记者访谈及经典案例“不求空前但求
绝后”的追求——《北京青年报》国内版组原执行主编郑直、资深新闻人宋燕访谈任何新闻都追求接
近和探求真相／深度报道成败在于理念而不在技巧／要让文章有很强的逻辑／在轰动性和认可度之间
的抉择【代表作品】证明哈佛博士【报道手记】对个体负责【代表作品】我要做个名女人【报道手记
】把人物写活最大可能去接近真相——《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蔡平访谈记者是天生的，不是后天的
／好奇心比技巧更重要／调查性报道就好像智力游戏／细节与逻辑同样重要／我老是以傻大姐的形象
去采访【代表作品】世纪末的弥天大谎【编辑手记】　《世纪末的弥天大谎》的幕后故事我不写孙志
刚，迟早会有人写——《新京报》时事新闻部主编陈峰访谈收容制度废除和我们的报道并无必然联系
／绝不能否认孙志刚的报道有偶然性／调查性报道要充分利用书证／我不愿意去参与报道之外的事情
／记者的工作，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代表作品】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报道手记】孙志刚事件采
访过程及报道分析以调查报道推动社会进步——《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王克勤访谈调查性报道最
能彰显新闻价值／中国的调查性报道需要各方面保障／署真名是一种自我保护和职业精神／开放的社
会是调查记者的天堂／我的期望是活到80岁干到80岁【代表作品】的哥的姐怨声载道——揭开北京出
租车业垄断黑幕(节选)【报道手记】为平民鼓与呼当悲悯和焦虑成为职业的一部分——《南方周末》
原著名记者杨海鹏访谈这个行当的性格也许是“习惯性焦虑”／忠于职守甚至坚守底线，就不简单了
／够不着“事实真相”时，写一个字都会怕／说出事实远不够，还要防备“后遗症”／做一线调查越
久，越不敢轻易发言／摆脱阻挠、还原真相，是最基本的技术／去一个地方总先去研究县志／名记转
型或许也是被动的选择【代表作品】三位诺贝尔奖科学家指斥中国核酸营养品【报道手记】关于核酸
的断章在绝望中婉转腾挪——《南方人物周刊》主笔李玉霄访谈只要能吃苦，就能做出好报道／做灾
难报道，不是我的主观选择／国内的深度报道文本太单调／不能进1米，就进50厘米／记者就是理想主
义者做的事情【代表作品】我听见沙漠蚕食良田的声音【报道手记】山沟里的老人王永瑞一定要把人
物写得淋漓尽致——《南方都市报》深度记者姜英爽访谈让人物的性格和想法跃然纸上／捕获采访对
象话里任何有用的信息／我们的“对话”，普通人的比例更大些／南都有追求独家新闻的传统／南都
做新闻有敢“闯”的主动意识【代表作品】忽然不当犯人，我倒觉得不习惯了【报道手记】跟佘祥林
静静聊次天附录　有关国内外深度报道的常识／栏目附录1：中美深度报道发展大事记附录2：中美深
度报道的差异比较附录3：国外著名新闻报道网站推荐附录4：中外媒体新闻报道守则附录5：美国调查
性报道技巧、记者素质和操作要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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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张志安：前不久，《新闻调查》有期柴静做的节目叫《深圳外贸骗局揭秘》，节目中请了一位曾
经行骗却已“金盆洗手”的知情人，以隐蔽的方式向记者介绍了行骗的手法。
节目播出后，公安部门有没有跟节目组联系?　　张洁：这个没有来找，不过其他节目组有来找过。
　　张志安：如果公安机关要找这名知情人，追惩其曾经的罪行，《杀斤闻调查》的记者会提供线索
么?　　张洁：我们可以提供，也可以不提供，根据不同的情况。
这个节目为什么公安不会来找呢?这个东西在深圳遍地都是，已经形成了一种日常的东西。
公安如果想有所作为，根本不需要来找我们，他们可以随时找到。
　　张志安：以前，公安部门来找你们时，你们怎么处理的?　　张洁：我们从2001年开始做舆论监督
节目，2001年之前基本上比较少涉及这类节目。
这个涉及到国外讲的“污点证人”，在他们那两方面的案例都有，一方面是提供，另一方面是不提供
。
但据我们了解，西方新闻界对这些线人，不管是什么样的线人，总是持保护的态度，甚至宁愿极端到
了宁愿我违法，我去坐牢，也不泄露线人。
其实，西方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个案，这些个案已经被选编进教材。
而且，按照我们新闻从业者的道德价值来判断的话，好像我们更认同这种观点，即保护你的信源，甭
管它是干净还是不干净。
只有这样，才能使媒体更具公信力，如果你把信源交出去了，那么，公众中有提供信源可能的人就不
会给你再提供消息。
反过来，公众的知情权就会受到损失。
　　张志安：更多的真相无法被告知?　　张洁：没错。
有这么一种连环的效果在里边。
从我们的实践看，还没有碰到过这么尴尬的问题，要么是道德，要么是法律。
也有一些节目播出以后，司法机关来找过我们，　(我们提供了信源人)但他们都承诺绝对保护当事人
安全，而且这些当事人都不属于“污点证人”。
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调查性报道　　张志安：《新闻调查》成立至今8年多的时间，请大致概括一下
它的发展历程。
　　张洁：2000年我们提出了“探寻事实真相”的口号。
2003年又提出了一个口号：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
因为一个调查栏目的终极使命就应该是做调查性报道。
一开始成立这个栏目时，我们这批新人就想做以真正调查性报道为主的栏目。
　　当时的热点是做舆论监督，但舆论监督跟调查性报道在概念上是不完全一致的。
在西方，调查性报道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从实践、理念到经验，到职业道德和法律规范，已经有了一
套比较完整的体系。
我们那时候就想做这么一个栏目，但在1996年的氛围里，实现这个愿望不太现实。
初期，我们做的一批舆论监督性质的调查节目都没能播出，那后来，就改做主题性调查。
什么叫主题性调查呢?它是个中性节目，找一些国家重视、老百姓也关心的话题，比如第一期节目《宏
志班》是个静态的社会问题，第二期节目《高楼抛妻案》讲的是家庭暴力，但这个节目播出后栏目差
点被停掉。
所以，第三期节目《中国的品牌》讲的是民族工业如何在外企入侵的情况下保留自己的一席之地，这
个节目就是我们所说的开了主题性调查的先河。
我们说的主题性调查，它的构架一般也就是有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类问题，以及如何解决
这类问题组成。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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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对新闻人来说，《报道如何深入》(关于深度报道的精英访谈及经典案例)是一本启发他们怎样让
新闻接近真相的报道手册；而对非新闻人来说，它又是一条把握社会转型与新闻报道复杂关系的生动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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