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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坚持新闻指导性原则

易　同　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宣传部,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的新闻媒体, 仍然必须牢牢

坚持新闻指导性原则, 这是由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基本性质所决定的, 是新形势下广大受众政

治、经济生活的迫切需要。为了不断增强指导效果, 新闻媒体当前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改进指导方

法: 改变指挥命令的做法, 在服务中增强指导性; 力戒图解政策, 通过深入实际、反映实际增强指导

性; 防止片面性、简单化, 以客观、全面、辩证的方法增强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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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为我国各项事

业的发展注入了无穷的活力。当我国的新闻业也被

推入市场经济的大潮后, 许多媒体一改计划经济条

件下只为上级负责、高高在上的架势, 主动增强新闻

的可受性 (可读、可视、可听) , 千方百计使自己的报

道贴近受众, 以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争取受众, 站

稳脚跟, 求得生存和发展。这种竞争机制的形成, 有

力地促进了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短时间内便使我

国新闻事业呈现出一片繁荣兴旺的可喜景象。

然而, 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 当前许多媒体在

强调“可受性”、“贴近性”的时候, 却忽视了对无产阶

级新闻事业指导性原则的正确坚持。一是把指导性

与“可受性”、“贴近性”对立起来, 片面强调“可受

性”、“贴近性”而淡化甚至取消指导性; 另一种是不

注意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受众思想、心理

的新变化, 把指导性简单化。这些情况的出现, 严重

影响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整体功能的全面发挥, 应

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新形势下仍需牢牢坚持
新闻指导性原则

新闻指导性就是通过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来宣

传一定的观点, 影响受众的思想, 把受众引导到既定

的目标上去。当前, 对我国的新闻事业来说, 发挥指

导性, 就是新闻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方法, 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影响、指导受众

的思想和行动, 帮助受众明确形势, 明辨是非, 引导

人民群众同心同德, 不断为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努力奋斗。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我们仍然必须牢

牢坚持新闻指导性原则。

(一)坚持指导性原则, 是由我国无产阶级新闻

事业的基本性质所决定的

充当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是我国无产阶

级新闻事业的基本性质。这样的性质, 决定了我们的

新闻事业理所当然地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引

导广大受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奋斗。这也是我

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

毛泽东同志早在延安革命时期就明确指出:“我

们地委的同志, 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中, 作为组织

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 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并且又

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 组织群众和教育

群众的一个武器”[1 ]。邓小平同志在建国初期也曾指

出:“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 而又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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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联系实际, 紧密结合中心任务, 这在贯彻实现领

导意图上, 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 作用大得

多。”[2 ]这些论断都明确强调了新闻指导性原则。

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时期, 正是由于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长期坚

持指导性原则, 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紧密配

合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 才使新闻事业在引导和鼓

励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

不断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方面, 发挥了重

要作用。

当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当全党工作重

点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

渐取代计划经济时, 新旧体制交替时期出现的矛盾、

问题更多, 新事物不断涌现, 新政策不断出台。要使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取得新胜

利, 更需要新闻媒体和广大新闻工作者继续发扬党

的新闻事业的光荣传统, 牢牢坚持指导性原则, 积极

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 用以指导改革实践, 引导鼓励广大人

民群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懈奋斗。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广大受众在思

想政治方面迫切需要指导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我们在大量引进吸

收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 国外的许

多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也大量涌了进来, 形成了我

国意识形态领域内一元领导、多元并存的局面, 即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各种社会意识并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意识形态的多元性,

容易使过去习惯于接受单一思想观念的人迷失方

向, 使许多人, 尤其是青少年在思想上产生迷茫: 究

竟应该用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观察社

会、看待人生?许多人常常感到困惑; 面对新形势下

出现的种种社会现象, 许多人也往往感到茫然不知

所从。这些情况都充分说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 人们在思想政治方面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各方

面更需要正确指导。正因为如此, 江泽民同志近年来

反复强调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思想文化战线要“以

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以高尚的

精神塑造人, 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3 ]我们的新闻

媒体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这一社会主流思想观念

影响、指导受众, 才能使广大受众面对市场经济大潮

的冲击保持清醒的头脑, 坚持正确的方向, 更好地把

握自己, 服务社会, 努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

献力量。

(三)新形势下人们的经济活动更需要新闻发挥

指导作用

计划经济体制下, 人们的经济活动严格地按照

国家计划进行, 在经营方面无需企业和个人作过多

考虑。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绝大多数企业

成为独立法人, 农民们也拥有了生产自主权, 企业和

个人必须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这样, 社会上就出现

了不同的利益群体, 出现了决策主体的多元化。在这

种情况下, 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 国际、国

内市场的瞬息万变, 国家方针政策的调整变更, 都关

系到企业和经营者的存亡兴衰, 牵动着千家万户的

喜怒哀乐。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和我国加入

W TO , 这种情况将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迫

切需要了解宏观的、微观的形势, 也竭力想把握这些

变化的趋势、意义以及对本行业、本企业和本人的影

响。这就要求我们的新闻宣传及时提供党和国家的

方针政策、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等各方面的指导,

这样才能使企业和经营者个人在国际竞争的大潮中

找准自己的位置, 把握好自己的发展方向, 抓住发展

的机遇[4 ]。

由此看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牢牢坚

持新闻的指导性原则, 不但是新闻媒体的职责, 也是

广大受众的迫切需要。因此, 那种把指导性与“可受

性”、“贴近性”对立起来, 片面强调后者而淡化甚至

取消前者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两者不但不矛

盾, 而且指导性是增强“可受性”、构成“贴近性”的重

要因素。新形势下, 新闻宣传只有不断增强指导性,

才能使“可受性”、“贴近性”获得稳固的根基, 媒体也

才能最终赢得受众。如果我们的新闻媒体对新形势

下受众迫切需要指导的情形听而不闻, 视而不见, 一

味用风花雪月、明星警匪、柴米油盐这些软而又软的

东西去“贴近”, 去增强“可受性”, 那实际上就丢弃了

“可受性”、“贴近性”中最根本的东西。软而又软的东

西太多了, 时间长了, 受众也会生厌的。这样, 媒体最

终将失去而不是赢得受众。

二、切实改进指导方法, 努力
增强指导效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广大受众迫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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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新闻的指导。既然如此, 那么许多想方设法要贴近

受众的媒体, 为何却要淡化指导性呢?因为许多受众

不爱看指导性新闻。一方面受众迫切需要指导, 另一

方面, 有的指导性新闻却备受冷落。出现这种矛盾情

况的重要原因之一, 便是指导方法不当。方法不当的

指导, 不但不易被受众接受, 反而会引起受众的反

感。这样的新闻, 其指导作用根本无从谈起。因此,

新形势下要使新闻的指导性取得良好的效果, 就必

须切实改进指导方法。

结合新时期社会发展实际和广大受众在思想观

念上和心理上的新特点, 当前, 我们应着重从以下几

方面改进指导方法。

(一)改变指挥命令做法, 在服务中增强指导性

现在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 一强调要增强

新闻的指导性, 许多媒体马上就增加会议新闻、领导

的同志的指示、讲话, 或者摆出一幅上级党政机关代

言人的架势, 通过一系列大而无当的社论、评论员文

章发号施令, 以训导者的姿态指挥受众应该如何, 必

须怎样。

我们并不否定会议新闻、领导指示讲话、重要社

论和评论员文章的重要性, 尤其是涉及到政治、经济

方面的重大事件, 刊载、播发这样的内容往往成为发

挥指导作用所必需的。问题是如果把发挥新闻指导

作用仅仅理解为刊载、播发这些内容, 动辄摆出盛气

凌人的架势对受众指手画脚, 这实际上就是把“指

导”变成了“指挥”, 这只能引起受众的逆反心理。

对新闻媒体来说, 这里强调的“指导”, 实际上就

是指点、引导, 它只能靠事实和道理的正确性为人们

志愿听从和接受, 不带任何强制性。因为新闻媒体以

全社会不特定大众为传播对象, 它与受众之间并不

存在上下级关系, 因而也不存在组织纪律的约束。受

众对传播内容具有选择性: 选择性接受, 选择性理

解, 选择性记忆。因此, 新闻的指导性只是、也只能通

过传播内容发挥影响作用来实现[5 ]。尤其是在冲出

了极“左”思想的禁锢进入改革开放的今天, 广大受

众思想空前活跃, 独立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意识大大

增强。在这种形势下, 摆出训人的架势去指挥受众,

受众哪会买你的帐?须知受众花钱买新闻并不是为

了挨训的, 而是为了从中接受正确的指导。所以, 指

挥、训人的做法, 只能使新闻的指导性化为乌有。

正确的态度和做法是不当“指挥员”, 而当好为

受众传递信息、报告情况的忠实服务员。减少说教

味, 使媒体与受众之间形成一种平等、融洽的气氛,

切实把指导性贯穿于为受众服务之中。

(二)力戒图解政策, 通过深入实际、反映实际增

强指导性

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与亿万人民的前途命运密

切相关, 因此, 为受众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充分报道

与此有关的事实, 当然应成为新闻媒体和广大新闻

工作者的重要责任。

但是, 宣传政策决不是图解政策。现在许多媒体

和新闻工作者不去深入研究如何提高宣传艺术、增

强指导效果, 而将这项工作简单化为图解政策。常常

是某项政策刚出台, 编辑部就根据领导宣传意图, 拟

定肯定政策正确的报道计划, 记者按照报道计划规

定的口径下去找材料, 然后写出用符合报道计划的

材料印证政策正确的报道来。

也许有的媒体和新闻工作者认为, 用这种模式

采写出的报道, 才是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最有力、最

直接的宣传; 其实并不尽然。因为这种根据主观意图

找材料、要让客观实际符合自己思想的做法, 违背了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用这种模式采写的报道, 尽

管报道中的具体事实也许是真实的, 但由于其不是

从现实生活中抽出来的, 往往可能是个别的、偶然的

现象, 因而有时就不能反映真实的本质, 而将方针政

策中不够完善之处掩盖起来。这样, 非但不能起到对

方针政策较好的宣传作用, 还会在人民群众中造成

对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不信任。

关于方针政策的宣传, 刘少奇同志早在解放战

争时期就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你们不

仅要宣传党的政策, 还要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察政

策是不是正确, 有没有缺点⋯⋯”“如果政策正确, 就

说正确, 如果政策错了, 就说错了。你们不仅可以这

样做, 而且你们的任务就是如此——在群众中考察

党的政策执行得怎样。”[6 ]

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

的, 其正确与否最终还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对党和政

府方针政策的宣传, 只有像刘少奇同志所要求的那

样, 深入实际进行考察, 实事求是地反映方针政策贯

彻执行以后的成绩和效果、困难和问题以及群众的

意见和要求, 才能使正确的政策深入人心, 不完善的

政策得到修正和完善, 从而从总体上完整、准确、全

面、令人信服地宣传好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 使新闻

的指导作用在这方面得到有效的、充分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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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防止片面性、绝对化, 以客观、全面、辩证

的方法增强指导性

唯物辩证法认为, 世间一切事物的发展, 都是其

内部必然运动的结果, 而每一事物的运动, 都和它的

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因此, 我们

不应该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 而

应该用全面的、辩证的观点去观察世界。在发挥新闻

指导性作用方面, 我们也只有恪守这一原则, 才能使

自己的报道让受众打心眼里信服, 也才能使指导性

真正落在实处。

现在许多媒体和新闻工作者为了省劲、省事, 常

常以“突出重点”、“有所侧重”为由, 把追求新闻指导

性简单化, 使自己的新闻报道充满了片面性和绝对

化的色彩。例如, 宣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 往往忽

视精神文明建设的宣传, 而强调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时, 又忽视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宣传发展个体、私

营经济的必要性时, 忽视了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

济中的主体、主导作用, 而强调国有经济的重要作用

时, 又忽视甚至否定个体私营经济对发展整个国民

经济的积极作用; 宣传粮食生产的重要性时, 忽视甚

至否定其他农业产业的发展, 而宣传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时, 又只强调发展大棚种植业、果业和畜牧业

等, 而忽视了粮食种植这一根本性产业。这种不去从

整体上把握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 只是孤立、静止地

宣传某一时期某一项具体政策的做法, 势必造成宣

传上的左右摇摆。这样随风倒的宣传, 势必导致人民

群众无所适从, 也势必引发受众对媒体宣传的不信

任。

片面性、绝对化的报道表现在先进典型的宣传

上, 常常不能全面、客观、实事求是地分析其成为先

进的各种互相联系着的原因, 而只是结合某一时期

的形势和政策进行单一的挖掘和分析。这样塑造出

来的典型, 往往缺乏真实感, 因而起不到应有的示范

引导作用。

显而易见, 如果我们的新闻报道充满了片面性

和绝对化的色彩, 不但起不到应有的指导作用, 而且

往往还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 给人民的利益造成

损失。因此, 我们的新闻宣传只有坚持客观、全面、辩

证的观点, 才能真正发挥好指导作用, 也才能真正赢

得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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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ist Un swerv ingly on the Guidance Pr inc iple of Journa l ism

Y I Tong2m in
(D epartm ent of P ropagand a, N orthw est S ci2T ech U niversity of A g ricu lture and Forestr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ina)

Abstract: U nder the condition of socialism m arket econom y, new s m edia, as a mouthp iece of the

comm unist party, governm en t and peop le, m ust firm ly insist on journalism ’s guidance p rincip le. T h is is

determ ined by the basic character of journalism , and th is is also the imm inence dem and of readers and audiences

in po litical and econom ical life under new situation. In o rder to boost up guidance effect, at p resen t, new sm edia

should m ain ly imp rove guidance m ethods from fo llow ing aspects: change directive modus, boost up guidance in

servings; ultim ately p reven t from incomp letely exp lain ing po licy, tone up guidance function th rough penetrating

investigations and reflecting the reality; p reven t from unilateralism and simp lification, boost up guidance th rough

impersonal, en tire, dialectic m ethod.

Key words: in sist on; journalism ’s guidance function; imp rove m 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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