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议题

金融危机中
的中国地位

中美关系

发展中国家
问题

中日关系

中俄关系

伊拉克问题

叙利亚问题

次数

2

2

2

5

2

3

1

次数

1

5

2

1

1

1

1

具体议题

对阿拉伯人民追
求民主的看法

中印关系

朝鲜问题

中法关系

周边国家外交

国内的极端民
意对中国外交
的影响

上海经济合作
组织

具体议题

经济刺激计划

两岸经济合作

对港澳经济支持

外汇储备投资与安全

财政赤字

是否允许私营银行成立

国有银行改革

宏观调控

经济体制改革

经贸合作

房价与楼市调控

股市

次数

1

2

6

3

1

1

3

6

1

1

3

2

具体议题

人民币汇率

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

通货膨胀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发展速度

经济发展目标

中国的发展模式

贸易平衡与摩擦

世界经济形势

外商在华的投资环境

对私营企业的优惠政策

民间资本投融资难

次数

7

2

3

1

4

1

1

2

2

1

2

1

具体议题

任期内目标和
施政纲领

反腐败

政治体制改革

“89 风波”的
评价

“文革”的评价

中国在国际上
的责任

就业

人权

次数

3

3

7

2

1

2

1

1

具体议题

政府机构改革

民主

思想解放

新闻自由

民生问题

用数字看中国的国情

王立军事件

地方政府债务

次数

2

1

1

3

2

1

1

1

环境3

三农问题6

文化教育2

国家统一
23

军事2

外交29

灾难2
其他8

经济57

国内政治32

国外政治1

10年来媒体提问内容统计

事故1

法律5

十年记者会，将温氏风格
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政治沟
通不仅是信息的沟通，还是情
感的沟通，而后者的沟通更有
难度，也更有感染力。政治沟
通若只是干巴巴的政治表态，
其效果一定会打折扣的。

在以前的中国政治语境
中，政治人的感性政治得不到
释放。政治人在媒体和公众面
前往往是谨小慎微、如履薄冰，
他们不敢也不善于展示自己的
感性形象。

这些年，中国领导人在政
治舞台上，变得更加自信，他们
敢于表露真情，彰显个性。这
在总理记者会上表现得尤为
充分。这种温氏风格，是个人
魅力和政治睿智的复合。

温家宝总理有严谨、务实
的一面，也有感性、深情的一
面。严谨源自于总理表达的精
度，感性源自于他表达的温度。

温氏风格的精度体现在他
发言的逻辑和修辞上。在这个
高端传播平台上，极度发达的
大众媒介会把发言人的每一个
细节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尤
其是电视媒介，它对形象政治
的影响超出常人的想象。

电视媒介能把细节放大。
成也电视，败也电视。电视直
播对于现场感的苛求，容不得
发言者有半点的差池。看温家

宝总理的记者会，哪怕用再挑
剔的目光去“排雷”，我们也很
难看到什么差失的。他的严谨
不仅表现在他理性的逻辑上，
还表现在精准的修辞上，哪怕
最细微的用词，也表述得很精
确到位。每次回应记者的提
问，他都能条分缕析，剥茧抽
丝，娓娓道来，把每个细节处理
得天衣无缝，充分展示逻辑的
力量和语词的精度。比如，今
年，温家宝在回答法新社记者
提问，针对在藏区发生了一些
僧人自焚的现象。他的回答坚
定明确：“我们不赞成用这种极
端的行动来干扰、破坏社会的
和谐。年轻的僧人是无辜的，
我们对他们这种行为感到十分
沉痛。”用词之精准，可谓滴水
不漏。

温氏风格的温度体现在他
的感性政治上。温家宝总理就
是演绎“感性政治”的高手。他
喜欢借诗抒怀言志，这似乎成
了温总理每年记者会的必修课
业。比如，在 2004 年的记者会
上，谈到台湾问题，他引用了著
名诗人丘逢甲的诗句：“春愁难
遣强看山，往事心惊泪欲潸。
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
台湾。”他还引用另一位台湾著
名的乡土文学家钟理和的诗：

“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
才会停止沸腾！”

温家宝总理还善于表达情
感，用“心”与媒体、公众交流。
如今年的记者会时长达 182 分
钟，为十年之最，温总理的真
诚、善意感动着每一位现场的
媒体记者。

温氏风格的精度体现在他发言的
逻辑和修辞上，温度体现在他的感性政
治上，借诗抒怀，似乎成了温总理记者
会的必修课业

温氏风格 精度表达，感性政治

张涛甫 项一嵚（作者分别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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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的“ 两
会”压轴大戏，照
例是总理记者会，
照例是引起中外
媒体的高度关注。

这是温家宝
总理任期内的第
十次记者会，也是
最后一次总理记
者会。

如果把温家
宝总理这10年记
者会连接起来，一
个中国政治传播
的“拼图”就出来
了。

这是中国新
闻发布制度的标
志性平台。在这
个平台上，借助总
理与中外媒体记
者的互动，把中国
与世界连在了一
起，把总理和民众
连在了一起。

观察中国发
展，总理记者会是
一 个 独 特 的 视
角。纵观十年总
理记者会图景，可
以发现不少值得
关注的特征和趋
势。

每年“两会”闭幕会后，人民大
会堂金色大厅都座无虚席。最多
时超过千人，可谓举世关注，但是
每年能够获得提问的记者只有十
多个，十年记者招待会总计只有一
百多位媒体记者获得提问。

问题是，哪些媒体才能获此
“殊荣”？

从中国内地媒体来看，在总理
记者招待会上获得提问机会最多
的仍然是主流媒体，准确地说，是
中央一级的媒体。中央电视台、人
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这四大“国字号”媒体获得绝大
多数的提问机会。

其中，中央电视台高达 10 次，
就是说，每年都有央视记者的发
问。由此可见，在中国政治传播平
台上，国家级媒体具有绝对的话语
权。地方媒体和市场化媒体在招
待会上的发言机会很少，甚至少到
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但在今年，《财经》杂志获得了
一次难得的提问机会。这说明这
一格局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地方
媒体或市场化媒体可能有一定的
发展空间。

这十年，是中国深入融入世界
的非常时期。在国际传播结构极
度不平衡、西方发达国家主宰国际

传播话语权的当今世界，中国在世
界舞台上的形象和影响力当然离
不开西方发达国家的传媒。总理
记者会作为中国搭建的对外政治
传播平台，它具有高端、权威、信息
量密集的特征。

在这个传播平台上，关注中国
的所有媒体是不会错过这个大好
机会的。从温家宝总理十年记者
会的大盘情况来看，不同国家、地
区的媒体获得提问的机会往往是
不平衡的。美国、英国、法国的媒
体位居前三名，尤其是美国，其媒
体提问高达 20 次，平均每年 2 次。
英国媒体获得10次提问机会，平均
每年1次。日本和德国的媒体并列
第四。

可见，总理记者会的提问机
会分配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体
有所倚重。这种趋向是由现有
国际传播格局决定的：中国要向
世 界 说 明 中 国 ，向 世 界 传 播 中
国，当然不能摆脱现有传播格局
的限制。

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的媒
体，获得提问的机会也有相当的比
重。台湾媒体有11次提问，香港媒
体有 12 次。台港媒体几乎是每年
都没有缺席。

再看中国的周边国家媒体提
问情况，除了日本、俄罗斯、印度获
得较多提问机会以外，几乎看不到
其他周边国家媒体的身影。新加坡
也许是个特例，它平均两年有一次
提问机会。

■

附
议

总理记者会：

从平淡走向精彩

一场持续三个小时的记
者会，平均语速每分钟不到
130 个字，700 多名中外记者
中只有14个人提问……这些
数据看上去根本与一场专业
记者会不符。但是这些正是
2012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
记者会的主要数据。而没有
人怀疑，这是一场记者从头
坐到尾甚至忘了吃午饭的精
彩记者会；也没有人怀疑，记
者会的主角温家宝总理的确

“诚恳而没有敷衍”地回答了
所有的问题。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
来，历届人大会议闭幕之后，
时任国务院总理都要应全国
人大新闻发言人的邀请，召
开记者招待会。开启这一历
史的，是 1991 年时任国务院
总理的李鹏。之后的两会总
理记者会，几乎成了一年一
度的媒体盛宴。当然，这也
是因为自1991年以来中国的
三任总理，李鹏、朱镕基和温
家宝各具特点，他们对实际
情况的把握，对政策的解读，
甚至个性的释放，都成为了
媒体眼中的宠儿。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总
理记者会已经成为观察中国
政治生态、经济发展和文化
建设的一个重要平台，是认
识中国社会的一只眼睛。以
温家宝总理的10次记者会为
例，共有 149 个提问，尽管其
中最大的比例仍然以经济为
主，但是涵盖的范围，甚至是
问题的敏感程度，在每年中
国的新闻发布历史上，都是
超出一般的。

而在这个我们认为体制
存在窠臼，文化注重谨慎的
政治社会中，几位总理的个
人内心独白也往往成为了一
种看上去“异类”，实际上为
民众所认可和喜爱的表达
方式。比如朱镕基总理说，

“无论前面是地雷阵、还是
万 丈 深 渊 ，我 都 将 义 无 反
顾”；温家宝总理说，“我真
诚希望，我，连同我这一生，
给人民做的有益的事情，人
民都把他忘记，并随着我日
后长眠地下而湮没无闻。”

总理记者会的另一个重
要作用，是通过政策设计者
的解释和介绍，来回答国内
外媒体对中国政策和发展走
向的关切，因此多数问题具
有宏观性，但也不排除问题
本身的表达方式需要更符合
新闻规律。以此次温家宝的
记者会为例，多数问题表达
得具体直接，比如吴英案、王
立军事件等，温家宝结合问
题本身再阐述宏观背景和执
政考虑，就能够更符合媒体
的信息诉求。

由此可见，在信息公开

和政府媒体关系建设的过程
中，政府部门首先低下头来，
适应当代媒体的发展和公众
舆论的期待，是理政良方。

在学术界，曾经有对“新
闻执政”一词的探索。现在
来看这个词在中国仍然过于
超前，但是通过总理记者会
满足公众知情权，推动国际
媒体更好地了解中国国情，
倒真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机
会。

而且更进一步说，如果
比较朱镕基、温家宝等总理
的记者会，不难发现会上总
理们回答问题的坦率程度、
问题的开放程度都较一般的
新闻发布会更好。总理成为
了中国政府最重要也是最出
色的新闻发言人。当然有人
会说，因为温家宝总理的答
案都是自己深入了解的内
容，说话不用担心有人听了
不高兴。这一方面也提示我
们，自总理以下，各个部门的
一把手当有新闻发布责任、
信息公开义务和媒体关系意
识，不仅把使命完全交给新
闻发言人；另一方面，在民主
社会的建设中，为政府的麦
克风留出空间和灵活度，为
新闻发布留出弹性，让公众
和政府之间增加互动的渠
道，也是完善当前政府执政
能力的体现。

此外我们也发现，总理
记者会仍然“不解渴”。因为
除了一年一度的总理记者
会，公众了解国家大政方针
的渠道仍然有待增加。尤其
是媒体人和社会大众，对国
家高层政策的顶层设计和执
政思路的了解方式仍然有
限，反映问题和诉求的通道
还很狭窄。

近年来，除了例行的总
理记者会之外，国家主要领
导围绕执政理念和具体政策
的阐述在逐渐增加，见媒体
的机会也的确越来越多，对
记者会的设计理念也不断更
新。比如 2008 年汶川地震
后，温家宝总理在离开灾区
时，专门安排与 4 家媒体谈
话。但是根本上这些顶层发
布的增加，需要辅以更多的
部门渠道，否则已经不能满
足新媒体时代快速滚动的信
息焦点。如果总理谈的，和
老百姓谈的完全是两回事，
政府说话和网民说话完全处
于两种语境，那么就难以奢
望执政水平的提升。

总体上看，有了一年一
度的总理记者会，总归有了
一次政府信息的盛宴，今年
温家宝的记者会更让我们看
到，政府的坦率与直接，是形
成理性民意的重要帮助。
□周庆安（清华大学副教授）

总理记者会的提问机会分配，对西
方发达国家的媒体有所倚重，这种趋向
是由现有国际传播格局决定的

媒体分布 谁能拿到“金话筒”

十年总理“两会”记者会观察

如果总理谈的，和老百姓谈的完全
是两回事，政府说话和网民说话完全处
于两种语境，那么就难以奢望执政水平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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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是记者的天职。记者抛出
问题，温家宝总理作出回应。

表面地看，每位记者设置问
题，会有一定的或然性，但是仔细
推敲，即会发现，每个问题的背后
都有深厚的背景意义。

在十年总理记者招待会议程
中，不难发现，不同议题的比例权
重存在较大差异。从中可以看
到，中外记者们在关注什么话题，
媒体的兴趣点落在哪些议题上。

根据图表资料，经济议题占据
了很高的比重，高达 57 次，占到总
问题的 33.5%；其次是国内政治议
题，占到总问题的 18.8%；第三是
外交议题，占 17.1%；第四是统一
议题，占13.5%。

“经济”议题还可以细化成为
不同子项。在 24 个子项中，人民
币汇率问题问及比重最高，有 7 次
之多；其次是宏观调控、对香港澳
门的积极支持，还有中国经济增
速、国有银行改革、房价和楼市调
控、外汇储备投资与安全、通货膨
胀也受到较多关注。

在“国内政治”议题中，关注最

多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其次是反腐
败、新闻自由、施政目标与纲领。
在“外交”议题中，关注最多的是中
日关系、中印关系，多达 5 次；相比
之下，中美关系的关注度不算高。
在“统一”议题中，台湾问题关注度
最高，记者提问次数达到 12 次；其
次是西藏问题，达到 7 次。还有香
港问题 4 次。“其他”议题主要包括
与温家宝个人相关的话题，如对自
己任期内工作的评价，个人工作作
风、健康问题、工作困难和感想等。

从兴趣、偏好来看，国内记
者 与 境 外 记 者 ，兴 趣 点 是 不 同
的。境外记者更多关注政治、外
交、国家统一和军事问题；而国
内记者更关注经济问题。境外
媒体的问题设置也与所在的国
家（或地区）、媒体视角有关。比
如，台湾记者兴趣点主要是围绕
台湾问题；印度记者更关注中印
关系。美国媒体除了关注中美
关系之外，兴趣范围更广。

近年，境外媒体的记者提问，
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体记者
提问，越来越“脱敏”，角度变得更
具体，落点也更准确，其意识形态
偏见有所淡化，显得更务实一些。
这说明，西方媒体对中国的了解有
逐步深入的趋势，近距离了解中
国，才能真实地理解中国。

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体记者提问，越
来越“脱敏”，落点也更准确，说明西方
媒体对中国的了解有逐步深入的趋势

议题设置“脱敏”渐成新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