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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转型期的中国，调查性报道以它敏锐的社会触角揭示尖锐的社会矛盾，关注深刻的社会问题，记录
点滴的社会变迁。
随着中国舆论监督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和空间的进一步拓宽，调查性报道已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新闻报
道方式，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认同。
    本书是国内第一本较为系统地概述调查性报道的著作。
在借鉴、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全面详细地介绍了调查性报道的概念和特性、中国
调查性报道的“源”与“流”、调查记者的素养、中西调查性报道的异同、调查性报道的采访与写作
以及发展趋势等内容，既有理论上的宏观阐释，又有实例方面的具体分析，突出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本书既可以作为国内高等院校新闻传播学等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以供相关领域科研人员、新闻从
业者以及新闻爱好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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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段勃，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
现主要讲授新闻采访学、中国新闻史和优秀广播电视作品赏析等课程，从事新闻业务和新闻史方面的
研究。
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有包括国家社科基金在内的10项科研和教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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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都依靠记者相对独立的调查完成    二、都以揭露被掩盖的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和事件为核心    三
、是一种篇幅长、分量重、影响大的报道方式  第二节  中西调查性报道的不同点    一、诞生动因不同   
二、报道题材有别    三、重视程度各异    四、写作视点不    五、成熟度有异第五章  调查性报道的采访(
上)  第一节  地位和特点    一、采访在调查性报道中的地位    二、调查性报道的采访特点  第二节  调查
性报道的选题    一、寻找新闻线索    二、选题论证  第三节  调查性报道的策划    一、调查性报道的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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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记者在隐性采访时需要注意的方面第七章  调查性报道的写作  第一节  调查性报道的写作特点
   一、写作材料的碎片化    二、写作材料组织的复杂性    三、反映时空的立体性    四、对真相的多角度
透视性    五、十分鲜明的求证性    六、表达手法的多样化  第二节  调查性报道的写作要求    一、顾及报
道的平衡、客观原则    二、注意事实的可考证性    三、注意结构的完整性与说理的通俗性    四、注意
场景与细节的描写    五、能揭示新闻背后的本质原因  第三节  调查性报道的写作方法    一、调查性报
道的开头    二、调查性报道的主体结构搭建    三、调查性报道的结尾  第四节  调查性报道的语言    一、
平实、准确    二、简练、生动    三、善用白描    四、巧用人物语言  第五节  调查性报道的叙事    一、调
查性报道叙事的切入口    二、调查性报道写作的叙事视角    三、调查性报道写作的叙事结构第八章  中
国调查性报道的发展趋势    一、调查性报道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新闻报道方式    二、调查性报道将
会呈现一种中西方趋同的趋势    三、网络改变传统的调查性报道    四、调查记者将会成为一支更加成
熟的队伍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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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不畏艰险毫无疑问，勇气是人类的一种美好品格，普希金甚至认为它是人类美德的高峰。
调查性报道是一项具有艰危性的工作，调查记者面对更多的是社会的阴暗面，有时是惨淡的人生，有
时是淋漓的鲜血，有时是隐藏的黑幕，有时是死亡的威胁，有时是高高的权位，有时是重重的障碍，
面对这些，调查记者不但需要有识，更需要有胆。
只有具备勇气，才能够做一名真正的“扒粪者”，去把社会中肮脏的“粪便”暴露于阳光下，用阳光
中的紫外线杀死细菌，消灭病毒，从而健康肌体，净化社会。
日本较早揭露日军侵华真相的新闻记者本多胜一为了给历史真相挖掘有力证明，曾经数次来到南京调
查采访，经过对多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采访，他写出了《通向南京之路》一书，以确凿的资料把惨
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一幕幕展现出来。
本多胜一的调查采访赢得了很多日本人的支持，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历史真相，但是他的行为也激怒
了日本右翼势力，一些右翼分子不断给他打恐吓电话，写恐吓信，让他闭嘴，有的甚至声称要把他一
家“斩尽杀绝”。
但是本多胜一并没有被黑暗势力吓倒，他仍然勇敢地开展调查采访，又先后写成了《中国之旅》《在
中国的日本军》《南京大屠杀与日本现在》等著作，引导日本人深刻反思南京大屠杀的史实。
被誉为“中国揭黑第一人”的原《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也是调查记者的优秀代表。
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进入媒体，他曾经在《西部商报》《西部发展报》  《中国经济时报》和《甘肃
经济日报》等媒体从事采编工作，凭借着调查记者的胆识和勇气，王克勤揭露了一系列黑幕事件，比
如，兰州非法证券交易点洗掠股民、甘肃回收市场黑幕、甘肃某乡公选“劣迹人”事件、北京出租业
垄断黑幕等。
2001年，在他的笔下送进监狱的黑恶分子就达160多人。
在调查采访期间，王克勤遇到了种种阻挠和威胁，但是这些都没有能够撼动他的职业信念和新闻理想
。
2005年，《南方窗》记者对王克勤有过一次专访，王克勤特别谈到了调查过程中遇到的威胁和恐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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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7年初夏的一个中午，我正在食堂吃饭，突然接到科研处一位老师打来的电话，被告知我申报的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调查性报道研究”已经获得立项，心头涌上抑制不住的欢喜，兴奋之下一顿饭
竟吃得毫无滋味。
饭毕，我走出食堂，看见师大路旁的合欢花开得正茂，一树耀眼的粉红，参差花影，随风摇曳。
此时再想起课题，我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我知道国家社科基金是我国人文社科领域最高级别的纵向课题，每年的立项率仅仅有5％左右，而我
当时是一个只有讲师职称的高校教师，能获得这个项目的立项，无疑是难上加难，对我而言不啻于一
个巨大的鼓舞。
然而，在短暂的喜悦之后，我感到一种无形的巨大压力。
尽管调查性报道是我硕士毕业论文的选题，而且近四年来我也一直关注这一报道形式，并发表了几篇
相关的论文，但是要在两年的时间里（当时国家社科基金规定青年项目的完成时间是两年）对中国调
查性报道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我尚觉诚惶诚恐、力所不逮。
“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
我深知勤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个人学识的不足，于是，在做好自己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之外我开始
了争分夺秒的研究工作。
为了查阅资料，我和课题组成员北上北京，南下福建，寻访我国早期调查性报道的蛛丝马迹、收集调
查性报道的相关材料和数据。
为了得到真实可靠的资料，我们数次制作调查问卷、有目的性地进行访谈，采集了大量弥足珍贵的第
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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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只要我们努力了，还是会有所改变和影响。
　　——中国当代著名揭黑记者  王克勤最崇高的职业是记者，最优秀的记者是调查记者，最出色的
凋查i己者是让害人者难受的记者。
　　——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从19世纪中后期到现在，调查性报道在中国已有百余年的发展历史，它
是一个缩影，点滴记录着中国新闻事业的沧桑历程；它是一块碑石，铭刻着无数新闻人为新闻自由前
赴后继、百折不挠的奋斗；它还是一个标志，见证着新闻媒体的良心和责任！
　　——摘自本书第二章《中国调查性报道的“源”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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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调查性报道概论》是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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