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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两千年前儒家经典《大学》即倡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其意即涵蕴着彰扬学术、探索真理。
而《中庸》论道：“博学之、慎思之、审问之、明辩之、笃行之。
”则阐释了学术研究的治学精神以及达到真实无妄境界的必由之路。
因此，从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审视与洞察，社会发展、科学昌明、思想进步，从来离不开学术科研力量
与成就的滋养与推动。
　　大学是国家与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而科学研究的水平则又体现了大学的办学水
平和综合实力，是一所现代大学重要的标志。
因此，一个大学的学术气氛，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引导着学校的科研状态，而且渗透和浸润着这
个大学追求真理的精神信念。
这正如英国教育思想家纽曼所言，大学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与发展、实验与思索的
高级力量，它态度自由中立，传授普遍知识，描绘理智疆域，但决不屈服于任何一方。
　　大学的使命应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是学术和人才。
因此，大学应成为理论创新、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应具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和意义。
上海政法学院是一所正在迅速兴起的大学，学院注重内涵建设和综合协调发展，现已有法学、政治学
、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语言学等学科专业。
学院以“刻苦、求实、开拓、创新”为校训。
这既是学校办学理念集中的体现，也是学术精神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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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是国家与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而科学研究的水平则又体现了大学的办学水
平和综合实力，是一所现代大学重要的标志。
因此，一个大学的学术气氛，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引导着学校的科研状态，而且渗透和浸润着这
个大学追求真理的精神信念。
这正如英国教育思想家纽曼所言，大学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与发展、实验与思索的
高级力量，它态度自由中立，传授普遍知识，描绘理智疆域，但决不屈服于任何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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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种独立品格即是说，在重大新闻事件发生或者出现重要新闻线索时，舆论监督及时介入，既不
以别人的安排做调查，也不以既定的、别人或者相关部门作出的结论来复制报道。
舆论监督必须表现出适度的“质疑”精神，所有结论都要建立在通过自己调查走访了解到的、经过核
实的事实基础之上。
舆论监督必须坚持自己对事实真相的探寻。
　　但是，舆论监督深度报道记者的“独立”并不意味着他的调查取证、传播报道等活动必须或只能
由自己单枪匹马来完成，这种完全的“独立”即使在西方也几乎是不存在的。
西方媒体记者的调查大多起用“线人”。
以《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调查为例，他们承认自己所获取的材料很多来自白宫内部一个被
称为“深喉”的人（2005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副局长马克·费尔特承认他即是“深喉”）。
西方很多涉及违法犯罪的调查性报道，都有赖于警方的配合。
　　对我国的舆论监督类电视深度报道来讲，很多报道都是在得到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力量的大
力支持下才得以顺利完成的，譬如《新闻调查》制作的《成克杰腐败案》、《贪官胡长清》，还有《
中国第一骗税案》等节目，如果没有纪检、监察部门、公安、检察、法院和社会公众的配合是很难完
成的。
我们强调舆论监督报道要有“独立品格”，不是拒绝与有关部门的合作，而是要以记者的独立调查取
证为主导，在遵循新闻规律的基础上，由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做出配合行动的调查行为。
　　由于各种原因，电视深度报道作为调查者的主导地位可能会遇到种种困难，具体的实践过程有时
可能会是十分复杂和艰难的。
但电视媒体主导的底线无论如何是不能被突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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