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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媒体发展冲击传播格局，传统媒体式微，深度报道首当其冲。在新媒体的冲击下，深度报道面临人才

流失、内容深度不够、选题雷同、受众注意力分散的困境。但挑战与机遇共存，深度报道可以借助新技

术分析数据挖掘选题，创新报道视角；借助多样新媒体平台，扩展传播渠道；立足自身专业性，学习新

媒体用户思维，在竞争中保持优势；最后吸引人才培养人才，助力自身适应变化，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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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has impacted on the communication landscape, traditional media 
has declined, and in-depth reporting has been greatly affected. Under the impact of new media, in-
depth reporting faces the dilemma of talent loss, insufficient content depth, repetitive topic selec-
tion, and dispersed audience attention. However,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oexist. In-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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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ing can leverage new technologies to analyze data and unearth story angles, innovating the 
perspective of coverage. By utilizing diverse new media platforms, it can expand its channels of dis-
semination. Grounded in its own expertise, it can adopt the user-centric thinking of new media to 
maintain a competitive edge. Lastly, attracting and nurturing talent will help it adapt to changes and 
foster bett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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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媒体环境下，传播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新媒体平台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传统媒体衰

落，深度报道发展面临困境，亟需新的发展路径。 
一方面，新媒体发展给深度报道带来诸多困境。传统深度报道媒体精英流失，适应新媒体环境的全

媒体记者人才缺位；信息碎片化改变受众阅读习惯；新媒体的即时性压力影响深度报道内容专业性；“流

量至上”导向下，深度报道选题同质化严重，报道视角雷同。另一方面，新媒体的发展确实为深度报道

提供更广阔的传播平台，新技术发展变革深度报道内容生产，借助新媒体的互动性与即时性，深度报道

的传播力、影响力得以进一步提高，从而更好发挥揭示真相，引导舆论的作用。 
在此背景下，研究新媒体环境下深度报道的困境与创新路径具有现实意义。下面，将对已有的研究

成果做梳理，并在探究新媒体环境下深度报道困境的基础上，在边界理论视角下对深度报道发展的创新

路径提出建议。 

2. 相关概念阐释 

(一) 深度报道的定义 
深度报道这一概念在新闻学界和业界有着多种定义。《哈钦斯报告》提到，深度报道是围绕社会发

展的现实问题，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真正意义的脉络中，这一定义强调了深度报道对事件背

景和意义的挖掘。国内《新闻学大词典》将深度报道定义为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

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突出了深度报道在内容上的全面性

和深入性。 
张志安在其 2016 年的著作《深度报道：理论、实践与案例》中对深度报道概念界定进行总结：“如

果把深度报道当成一种报道文体，主要包括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和预测性报道三种类型”[1]。杜骏

飞和胡翼青认为：“深度报道所体现的是一种新闻旨趣(interests)，它揭示了新闻的主体与客体间的关联，

从深度和广度两方面指出了新闻文体以受众认知效用为主导的运作方向”[2]。美国自由报刊委员认为：

“所谓深度报道，就是围绕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真正意义的脉络中。” 
通过对以上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发现深度报道是一种具有重大价值的报道文体，核心要义在于对

新闻事件进行深入挖掘和全面呈现，以揭示事件的因果关系、本质特征以及发展趋势。 
(二) 中国深度报道的发展 
普遍认为，深度报道出现于 20 世纪 40 年代，最早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出现。20 世纪 80 年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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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我国。但也有人认为：“深度报道的起源应该向前推进百余年”[3]。复旦大学董媛媛认为，从 1874 年

《申报》连载“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时，历时三年追踪报道，详细记录事件细节与节点，可被认为是中

国最早的深度报道。 
纵观中国深度报道的发展历程，其经历了两个跨越。中国深度报道的第一次跨越为用事实披露政治

状况、阐述政治思想，其中以资产阶级革命派报人于右任和一批传播无产阶级新闻思想的新闻作品为代

表。于右任先后创办四份报纸，《神州日报》详细报道志士秋瑾的遇害过程，披露列强预备瓜分我们东

北地区和蒙藏边界的不轨之心；《民吁日报》揭露日本政府企图夺取满洲铁路筑路权进而控制我国东北

的阴谋。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深刻地报道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初期的状况，增进了中国

人民对十月革命的了解。 
中国深度报道的第二次跨越为用事实解释经济现象或披露经济活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改革开放

后涌现的一批优秀深度报道作品。《长江漂流系列报道》《关广梅现象》《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遗弃

女婴事件连续报道》《七届人大开幕前夕》《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放活”教授》和《长江三峡工

程问题》等。这股“深度报道风”，改变了当时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写作思维与模式，深度报道在中国新闻

业走上了正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深度报道在报纸、电视、广播媒体领域全面开花。出现电视深度报道《焦点访

谈》《东方时空》和《新闻调查》；广播深度报道《新闻纵横》；纸媒深度报道《冰点周刊》《南方周

末》，中国深度报道蓬勃发展。 
2010 年左右，web2.0 兴起，新媒体不断发展，传统媒体深度报道发展遇挫，谋求在新媒体环境下的

转型。平台媒体、自媒体的“类深度报道”和非虚构写作异军突起，冲击深度报道领域，深度报道发展遭

遇边界内外挑战。 
(三) 边界工作理论与深度报道的勾联 
“边界工作”是科学社会学家吉尔因(Gieryn)在研究科学划界问题时提出的重要概念，即“科学家选

择性地赋予科学体制(即其从业者、方法、知识存量、价值和工作的组织)一些特性，以建构一条将一些知

识活动区别为‘非科学’的社会边界”。 
通过对科学共同体试图建立和维系职业边界的话语和行为进行阐释，吉尔因概括出三种边界工作的

类型：扩张(expansion)、垄断(monopolization)和保护自主性(protection of autonomy)。扩张时，群体会利用

自身优势对某些原本不属于自身领域的地界进行所有权宣誓。垄断意味着职业群体对自身专业地位和权

威性的把控，并通过对竞争者进行贴标签的行为，试图对自身和其他竞争者进行定界，以凸显自身的专

业性和竞争者的非专业性。保护自主性所揭示的是当职业群体内部出现问题时，为保护自身的合法地位，

职业群体会将问题归结于具体的个体，而非职业群体自身[4]。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边界工作”的概念被引入到新闻学研究中来。综合来看，学者使用“边界

工作”这一概念，主要是为了处理两种情况：一是发生在新闻业内的危机和挑战，如温奇对美国电视新

闻与娱乐新闻的区分，还有默多克的《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二是来自新闻业外的威胁，尤其是新媒

体不断发展对传统新闻业的冲击。学者们关注在液态时代的新闻业究竟遭遇了外界哪些力量的何种冲击、

作为职业的新闻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又对新闻边界产生了何种影响。例如社交媒体资讯对新

闻业内容生产的影响等。 
通过前文对深度报道的概念与发展历程的梳理可以发现，深度报道因其全面性、深刻性等特点曾深

刻影响社会，其社会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但随着互联网技术与新媒体的不断发展，新闻业边界失守，深

度报道发展面临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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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工作这一理论被引入新闻学领域是为了分析新闻业遭受冲击时新闻媒体采取的应对策略。基于

此，本文也将借用边界工作这一理论，在分析深度报道在新媒体环境下遭遇困境的基础上，对其未来创

新发展的路径提出建议。 

3. 新媒体环境下深度报道面临的困境 

深度报道的式微，是传统媒体衰落的缩影。在过去，深度报道依托拥有垄断权威的传统媒体大放异

彩，两者相得益彰。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新技术冲击着传统传播格局，新闻业液态，管辖权冲突频

发。传统媒体遭受冲击的同时，深度报道的发展也面临困境。 
(一) 人才之困：记者流失 
新媒体快速发展，广告资源随之倾泻至新媒体平台，传统媒体的发展困顿，新媒体领域展现出巨大

吸引力。深度报道人才流失，媒体精英流向新媒体领域。新媒体颠覆了由传统媒体垄断的传播格局，传

统媒体收入大幅降低，不少纸媒休刊或放弃深度报道领域。有学者称：“不少媒体机构仓皇应对，纷纷

拿投入成本高、制作周期长、政治风险大的深度报道开刀——或削减经费，或裁减人员，甚至直接裁撤

版面、部门，导致深度报道难以为继、价值内涵随之遗失”[5]。同时，一部分报社内部实行的是实际绩

效奖惩机制[6]，即通过发布报道的具体数量进行绩效考核。在这样情况下，撰写消息更具优势，而制作

周期长、付出成本高的深度报道，对记者不具吸引力。 
传统媒体衰落的同时是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学者陈楚洁描绘当下媒体生态格局的两幅对比鲜明的画

面：一幅是感叹“一个时代结束了”的传统媒体，另一幅则是高呼“媒体人创业的黄金年代，刚刚开始”

的新媒体创业[7]。前媒体人朱学东这样总结道：“传统媒体在政治和技术以及自身体制的先天性疾病的

多重夹击下，让从业者无法突破事业的天花板，看不到未来。职业的想象空间和尊严同时在丧失，而技

术主导的新平台财富的想象空间以及其他领域企业现实的实惠，都在诱惑着越来越多的人转身，或创业，

或转型。” 
深度报道的人才之困一直延续到如今，因为新媒体环境下对深度报道记者提出更高的要求。现如今，

一篇深度报道是多平台发布，提出了“全媒体记者”等要求。记者需要熟悉互联网技术与发布的新媒体

平台，必要时身兼多职，保证深度报道质量。而缺乏新型全媒体人才也是当今新媒体背景下深度报道的

人才之困的因素之一。 
(二) 内容之困：深度缺失 
新媒体的海量信息与传播的即时性增大了新闻媒体时效性压力，部分深度报道内容深度缺失。 
深度报道，就是“深刻和全面揭示事实真相的报道方式”，其特征是内容的深刻性、方法的科学性、

题材的重大性、报道方式的多样性[8]。基于深度报道的特性，在当今信息快速传播的时代，深度报道也

是传统媒体差异化竞争，打造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调查精确、立足现场、追踪采访、报道细节、分析

意义，系统性反映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可以说，深度报道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深”。 
但在新媒体时代，深度报道这种长制作周期，深入挖掘的报道方式对于追求快速传播和即时反馈的

媒体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这也使得不少深度报道出现“重话题轻内容”的现象，忽略报道的深刻性。如

一些记者，为了时效性而不针对事情进行充分采访或信息取证，而是选择互联网上内容进行拼凑，丢失

深度报道的优势。这样的低质深度报道，无法满足受众对高质量、深层次新闻内容的需求，势必造成受

众流失，更不利于深度报道的发展。 
(三) 选题之困：报道雷同 
新媒体快速发展，内容生产掀起“流量至上”主义，深度报道也无法免俗。盲目追求热点话题，深度

报道选题同质化，有想法的深度报道选题越来越少。如环境保护、校园暴力、网络信息安全等为深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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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领域老生常谈的话题。深度报道应反映社会热点现象和问题，但是同质话题过多，没有信息内容，会

容易让受众失去阅读兴趣，产生审美疲劳。 
对同一热点事件的追逐，造成报道内容雷同。一件热点话题或事件的出现，会吸引多家媒体的竞相

采访报道。但是在进行深度报道时，因为信息有限，很难想出新颖角度，往往多家报纸的角度相同，观

点相似，引语与数据并无不同，报道展露的信息也没有太多差别。当多家的深度报道针对一件新闻事件

时的报道内容千篇一律时，深度报道的独具意义便消失，长此以往，也必将消磨深度报道的价值。 
(四) 传播效果之困：受众注意力分散 
新媒体环境下，信息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导致

信息过载与碎片化问题日益严重，受众的阅读习惯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快节奏”“碎片化”成为受众

的阅读习惯新特征。 
受众面对海量信息，往往采取碎片化数字阅读的浅层理解，更倾向于选择视频、音频、图片等具感

染力、冲击力的信息获取方式。以微博为例，热门话题的更迭速度极快，大量的信息在短时间内涌入受

众视野。如某一突发事件发生后，相关的文字、图片、视频等信息会迅速在微博上传播，各种观点、评论

和爆料层出不穷，用户往往在短时间内就能接收到成百上千条不同的信息，令人眼花缭乱，受众注意力

被海量碎片化信息分散。 
深度报道则需要受众花费较长时间，深入思考，其信息呈现方式不符合新媒体时代受众的阅读习惯。

受众注意力被海量信息分散的同时，也逐渐失去注意力与耐心，无法专注于某一深度报道的内容。受众

长阅读习惯的缺失，思辨能力的退化，对深度报道的生存与发展，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4. 边界重塑：新媒体环境下深度报道的创新路径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冲击新闻业边界，新闻媒体文化权威被削弱。深度报道因其深刻、全面的特性，

成为新闻媒体争夺职业话语权的专业性证明。但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自媒体与商业媒体迅速崛起，

“类深度报道”与非虚构写作迅速发展，冲击着深度报道独有优势。深度报道亟需捍卫边界，创新发展

路径，才能在新媒体环境下变动的新闻业中，适应变化，更好发展。 
(一) 扩张选题边界：挖掘新鲜选题，创新报道视角 
新媒体环境下，新技术层出不穷，可以利用新技术发现线索，挖掘选题。例如，可以利用人工智能

技术(AIGC)对深度报道提供选题思路，通过大数据分析工具对多平台海量信息进行分析，发现问题，挖

掘选题。有学者称：“通过对社交媒体上的热点话题进行监测和分析，记者可以发现潜在的深度报道选

题。同时，AIGC 技术也为深度报道提供了新的线索挖掘途径。AIGC 技术可以在海量数据中快速筛选出

有价值的信息，为深度报道的选题提供参考”[9]。 
此外，除了利用新媒体技术挖掘新选题外，也要尽可能寻找独特视角，吸引读者阅读，关注新闻事

件，引发多样思考。例如，在“唐山打人事件”中，《光明日报》发布的《围殴女性、种地道歉、铁丝锁

门：唐山为何一个月三次热搜？》的报道，并没有将视角局限在事件本身，而是通过唐山地区发生的多

件恶性事件，寻找其中的共性进行分析，文章获得受众好评。所以，可以利用 AIGC 技术对新闻事件进

行关联分析，发现一些被忽视的角度与线索，帮助记者完成更好的深度报道作品。 
(二) 扩张渠道边界：多元化符号体系与多渠道融合传播 
新媒体环境下，是专业新闻媒体、商业媒体和自媒体等争夺流量与受众注意力的重要战场。当今已

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新闻内容的符号选择与传播渠道选择是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一环。传

统媒体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即时性、交互性等优势拓展发展空间提升传播力、影响力，有学者称：“要

针对平台特性进行新闻内容编辑和新闻形式分配，利用平台自身优势进行差异化传播，实现形式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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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度融合”[10]。 
在撰写深度报道时，要融入更多的灵活性与创新性。新闻工作者应根据平台特性，在内容安排上，

选择多元化符号进行内容构建，例如，可以选择组合长文本、图片、文本朗读音频、视频等丰富形式，根

据平台特性，差异化组合和报道新闻。以“乐山 8·18 特大洪涝”抗洪救灾新闻报道为例，地方媒体通

过多样化方式，实现报道深度与广度并重。“在传播形式上，乐山日报社全媒体矩阵协同作战，融合视

频、文字、图片等多种媒介形态，实现多元化、立体化传播。在报道深度上，没有停留在事件表面的描述

上，而是深入挖掘乐山人民不屈不挠、众志成城的抗洪精神。如《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战洪峰》等深

度报道，通过生动的事例，引发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11]。 
(三) 垄断职业权威：坚持“内容为王”与用户视角 
优质内容，是深度报道的核心，也是一家媒体立足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内容为王”的逻辑在当下

仍然畅行。光谷客提到：“新媒体时代，信息渠道已经越来越多元分散，公众对于信息渠道已经几乎没

有了任何忠诚度，除了刷阅读量自欺欺人，渠道 + 广告的传播模式已经不可持续；现在的问题是，优质

内容 + 广告的模式和平台还没有出现而已”[12]。撰写权威、深刻和全面的报道，是深度报道记者的优

势所在，深度报道记者应把握专业优势，深耕专业写作，传播深度内容，回应社会关切。 
除了优质内容外，还需要拥有用户思维。当深度报道将优质内容与用户思维相结合时，更容易做出

由浅入深，深入人心的报道。可以借助新媒体平台，与受众形成良性互动，深入了解受众需求，以受众

为中心进行内容创作，利用新技术创新传播方式，注重受众反馈。只有这样，才能使深度报道更贴近受

众需求，提升新闻的价值和影响力。 
(四) 加强职业认同：吸引与培养深度报道人才 
好的深度报道离不开优秀的深度报道记者，而吸收、培养优秀的深度报道记者，才能提升报道内容

的质量、增强报纸的竞争力，进而为报纸的长远发展提供助力。但从深度报道记者的称呼从“媒体精英”

变为“新闻民工”可见，深度报道记者这份职业，在新媒体环境下，已经失去吸引力。有前媒体人说道：

“他们在互联网资讯传播节奏越来越快的情况下疲于奔命，付出与获得的收益越来越不成正比，人往高

处走，当传统媒体连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经济基础都无法保障时，当然也就更加留不住人了。” 
深度报道媒体可以通过行业交流、奖项评选等方式，围绕深度报道展开多样话语实践，构建深度报

道形象，提升其行业地位与影响力，重拾深度报道记者职业光环，吸引更多人才进入。同时，应加强专

业培训与发展，可以通过入职培训与进修课程，提升记者专业素养，使其适应新媒体环境下的持续变化，

在不断变动的行业中保持竞争力。设置合理薪酬体系，提升深度报道记者收入水平，完善物质奖励与精

神奖励。 

5. 结语 

新媒体的发展让传统媒体陷入困境，深度报道的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但挑战往往与机遇并存。在

新媒体环境下，如果能够利用好新技术，扩展报道选题与渠道，坚持“内容为王”，重视人才培养，相信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深度报道也能凭借自身优势屹立不倒。光谷客说：“我坚信，只要深度报道的社

会需求和公共价值还在，无论时代怎么变，新闻调查不死，调查记者不死，(深度报道)就终会有凤凰涅槃，

否极泰来的一天。” 
在舆论喧嚣纷乱，情绪先行的后真相时代，深度报道显得弥足珍贵，我们应重视起深度报道的发展，

助力其更好发挥揭示问题、引发思考的社会功能，推动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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