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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CCTV电视新视野》是中央电视台建台以来首次推出的有关节目形态的理论丛书。
由总编室研究处在原课题报告基础上，征集全台一线栏目大量鲜活珍贵的资料与图片，聘请专家深化
扩充、撰写。
本丛书呈现了中央电视台丰富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成果。
    “暗访”与“秘拍”是当前电视界采用较多的采访方法，也是业界的实践者与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
。
本书围绕与电视采访密切相关的“暗访”、“偷拍”，强调了大众传播媒介守望社会的神圣职责，划
分了电视暗访中需要注意的伦理界线，并提倡新闻工作者在法治环境中的道德自津。
本书的观点是，在中国当前特定的国情下，为了有效地保护公共利益，维护公共权益，维护公共权益
，有必要加强媒介的社会监督，对暗访与秘拍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因噎废食，不分青红皂白
地禁止与电视舆论监督相关的采访取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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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前言第一部分 导论传媒监督与隐性采访  一、“暗访”、“秘拍”案例分析    （一）国内案例      1
．“3·15”晚会曝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2．《每周质量报告》曝光食品卫生监督中发现的问题 
    3．《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与暗访秘拍    （二）国外案例      1．BBC揭露英国移民部门人员的
非法行为      2．印度电视台揭露腐败交易事件      3．BBC揭露国际申奥活动中的金钱交易      4．《60分
钟》的历史经验      5．ABC调查食狮公司的诉讼  二、大众传媒的新闻监督与隐性采访    （一）国外的
调查报道      1．美国的经验      2．英国的经验    （二）中国的媒介监督      1．舆论监督“兴盛”的中国
环境      2．中国“舆论监督”的几个特点      3．电视暗访的中国环境  三、对“暗访”和“秘拍”的概
念辨析    （一）暗访秘拍观点分歧    （二）概念繁复谈“暗访”      1．隐性采访的概念含义      2．消极
方式和积极方式      3．暗访与秘拍    （三）形形色色话“偷拍”      1．泛化的“偷拍”      2．有争议的
“偷拍”    （四）暗访秘拍与人权保护      1．对“侵入”、“闯入”的法律规定      2．对暗访和秘拍的
传媒政策  四、新闻采访与法规政策    （一）暗访在新闻采访中的地位    （二）关于新闻暗访的伦理和
政策第二部分 观点对隐性采访的伦理思考  一、康德的“绝对命令”    （一）“从义务出发”、甚至
是“为义务而义务”的道义论伦理      1．幸福是对德性的意识，是须完成的责任      2．责任不是个经验
概念，本身就是一个自明的普遍观念      3．责任以毫无利己之心的先天的道德规律为基础      4．判断一
种行为之是否道德，应看它是否出自无功利的义务感      5．“绝对命令”是无条件的      6．普遍法则    
（二）借用康德的眼睛看隐陛采访    （三）康德的彻底的道义论在隐性采访领域失灵  二、各种功利主
义理论    （一）致力于为最大多数的人寻求最大的幸福      1．行为的功利性效果是决定行为善恶特性
的唯一标准      2．从善的总量增减来谈社会正义      3．消除了利己的快乐主义那种强烈的个人性和主观
性      4．斯马特的行动功利主义与布兰特的准则功利主义    （二）斯马特与布兰特如何看隐性采访    （
三）功利主义的窘境  三、隐性采访的伦理选择第三部分 访谈观点的“广场”思想碰撞  一、暗访与正
义——记者的视角    李文学：中国市场的监督与规范需要隐性采访    曲长缨：隐性采访可用，但不能
滥用    陈响园：隐性采访——重在实现正义    石野：纸媒体记者暗访更具危险性  二、秘拍与自律——
记者的反思    张洁：新闻记者要审慎使用偷拍    王壮：暗访不能作为节目的生命线    何抒玟：暗访—
—并非必然手段    李大同：隐陛采访——不能说不需要  三、道义与动机——学者的审慎    龚群：暗访
——不等于手段恶劣    周孝正：记者是人民的眼睛    喻国明：暗访——只是采访手段    周汉华：要一
分为二看待隐性采访    周 泽：隐性采访——在法律和道德之间  四、尺度与范畴——学者的考量    崔卫
平：隐性采访要有底线    王东成：在法律和正义的名义下    徐友渔：偷拍的制度监督和程序监督至关
重要    陈卫星：隐性采访与社会秩序的冲突    魏永征：偷拍暗访——权利的冲突与“退缩”  五、近期
与长远——学者的警示    何怀宏：隐性采访——义务的冲突    毛寿龙：偷拍须慎行    贺卫方：隐性采
访——“毒树之果”    徐迅：获取新闻素材的手段同样需要真实    孙立平：媒体新生态的作用——为
弱势群体争取利益  第四部分 附录    附录一 隐性采访：法律意识与行为规范研究课题演示会    附录二 
印度记者偷拍政坛腐败所引发的争论    附录三 美国调查性新闻记者和编辑协会支持美国广播公司上诉
食狮案件的申诉书（摘要）    附录四 “英国广播公司（BBC）2005年编辑指南”中有关隐私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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