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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独创特色的内部参考
信息传播工作及其机制

尹 韵 公

内容提要 内参工作及其机制是我党的一个伟
大的创造，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闻传播
领域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既是整个新闻传播体
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我国领导层治党治国
治军的重要利器、重要平台和重要渠道。它在
我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
生活乃至外交生活中，每日每刻都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重大甚至巨大作用，因而它是我国 60 余
年来所有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先看二则史实:
1959 年 6 月 20 日，毛泽东在阅读了刊登在

新华社主办的 《内部参考》上一条 “关于广东
水灾”的材料后，给当时主管全国新闻宣传工
作的负责人胡乔木、吴冷西等写下了如下批语:
“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
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
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
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
对策。”［1］1978 年 4 月 15 日，邓小平在阅读了新
华社主办的 《国内动态清样》上反映福建省三
明地区负责人阻挠为遭受 “四人帮”迫害的赵
大中平反一事后，作出批示: “如反映属实，地
市委有关人员是不干净的，为什么省委不抓住
这样 典 型 事 件，对 地 市 委 加 以 清 查 和 整
顿呢!”［2］

暂且不讨论毛泽东、邓小平的批示内容如
何。本文拟要探讨和弄清的问题是: 《内部参
考》和《国内动态清样》究竟是怎样的信息传
播载体? 它们二者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 新华
社创办的《内部参考》和 《国内动态清样》的
目的何在? 除新华社外，中国其它新闻单位和

党政机关创办过类似这样的信息传播载体没有?
如果有的话，这种内部参考信息传播工作及其
机制 ( 以下简称“内参机制”) 究竟在现实生活
中发挥着怎样的功能和作用? 中国为何创办独
具特色的内参机制? 中国为何需要内参机制?
如此等等。

由以上二则史实的引用和诸多问题的提出，
可以看出本文的最终价值取向在于: 作为中国
新闻传媒体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内参机制，作
为中国新闻传媒体制中最能代表中国新闻宣传
高超智慧的内参机制，作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新闻品牌的内参机制，通过揭示它的生产和成
长历程，阐述它的地位和能量。本文将掀开它
神秘面纱，客观而真实地把其本来面目生动地
展示在世人面前。

一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历史起点。
那末，内部参考 ( 以下简称“内参”) 起于

何时呢? 从目前的材料看，内参始于我党创建
的江西中央苏区根据地。1931 年 11 月 7 日，中
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
会议开幕当天宣告成立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
红中社即新华社前身。红中社的主要任务有两
项: 一是充当“喉舌”，对外发布我党、我军和
苏区的新闻报道; 二是充任 “耳目”，抄收国民
党中央社和其它电台播发的消息，编成参考材
料，以《无线电材料》作为刊名，专供小范围
的苏区中央局和红军高级领导决策参考。这大
概就是内参最早的雏形吧。

后来《无线电材料》还先后以 《无线电日
讯》、《每日电讯》等刊名油印内部发表，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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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十份不等。红军到达陕北的几年后，此
内参又改名为《今日新闻》。1940 年 3 月 10 日，
该刊由油印改为铅印，印刷质量上实现了空前
飞跃。1942 年 12 月 1 日，由新华社和 《解放日
报》合编的由 《今日新闻》再次改名为 《参考
消息》第一号在延安创刊。从此， 《参考消息》
再无更名，一直沿用至今。此时的 《参考消息》
已模样大变，每期发行量扩大到 400 份以上，每
期字数大约在 4000 字左右，成为一份涉及国内
国际包括敌我双方各种信息的综合性参考刊物，
但仍然属于仅限中共高层领导范围的秘密级
读物。［3］

大约也是在这一时期，除了 《参考消息》
这样主要以搜集国外通讯社发布消息为主的内
参外，另外一种主要以反映根据地民意和舆情
为主的内参也诞生了。曾为新华社知名记者的
冯森龄，年轻时当过陕甘宁边区 《边区群众报》
记者。冯森龄在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曾
多次向 《解放日报》和中共西北局高层领导反
映边区有的县评选劳模弄虚作假和有的地区执
行中央政策不力的情况。他写的这些内参，均
得到了上级部门的坚定支持和有力响应。［4］

随着人民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解放区范
围的不断扩大，我党的各种任务越来越繁多，
亦越来越艰巨。因此，我党中央需要掌握的信
息需求势必也越来越强烈。1948 年 6 月 5 日，
我党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转各新华分社发出
了《中共中央关于新华社应供给多种资料的指
示》，这一指示说: “为了帮助中央了解各地情
况，各新华总分社和分社除了供给各种准备发
表的新闻稿以外，并须担负供给各种参考资料
的任务。此种资料，包括各解放区所发的地方
性的文件 ( 如条例、命令、指示信、社论等或
其摘要) ，各解放区的某些不公开发表的重要情
况，及其他中央指定调查、收集的资料而为机
密电台和陆上交通所不能担负者。”并明确要
求: “各总分社和分社应有专人担任此项任务，
其名单应报告总社。”［5］从现在来看，这个中共
中央指示是我党在解放前发布的第一个，也是
唯一的一个关于内参工作的中央文件。在我党
新闻传播史上，特别是在我党内部参考信息传
播史上，这份中央文件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
义。1949 年 9 月 22 日，以《内部参考》为刊名

的内部读物正式创刊。这就意味着，在我党新
闻传媒体制中，内参传播及其机制已经初步
创成。

综上所述，我党在解放前建立的内参系列，
主要有两个品种，一为 《参考消息》，一为 《内
部参考》; 虽然同为耳目作用，但一是以国际新
闻为主，一是以反映国内情况为主。谁也没有
想到的是，解放以后这两大品种逐渐发展成为
了庞大的《参考消息》家族 ( 以下简称“参考”
家族 ) 和 《内部参考》家族 ( 以下简称 “内
参”家族) 。

二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由夺取政权的革命党
变为掌握政权、建设国家的执政党。由于角色、
地位和使命发生了巨大变化，因而必然地，我
党的新闻传播工作及其内参机制也随之相应地
发生了深刻变化。

当时主管全国新闻工作的胡乔木对内参工
作抓得很紧，曾在短时间内连续三次向新华社
提出改进意见。为此，新华社于 1953 年 1 月 6
日向各总分社、分社、记者组发出了 《贯彻乔
木同志对〈内部参考〉报道意见的通知》，其中
强调: 能够公开报道的尽量公开报道; 对各种
工作中缺点、偏差等不应只是消极地揭发，而
应积极地追查纠正，我们不仅要向中央提供工
作中的不良情况，而且要负责地帮助中央追查
并及时提供改进的情况; 不能公开报道的要讲
明原因，或报请总社定夺。［6］

随后，新华社向中央高层和中央各部门发
送“《内部参考》征求意见表”。毛泽东收到后，
于 1953 年 1 月 16 日写下重要批语: “我认为此
种内部参考资料甚为有益。凡重要者，应发到
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的负责同志，引起他们的
注意。各大区和各省市最好都有此种 《内部参
考》，收集和刊印本区本省本市的内部参考资
料。”［7］毛泽东不但十分赞赏新华社办的 《内部
参考》，而且还主张各省市都要办本地的 《内部
参考》。又过了半个月，毛泽东于当年 2 月 2 日
又给新华社写信，说: “一月三十日 《内部参
考》载《河北省农村基层干部违法乱纪情况严
重》一稿，很有用处，请将此稿发给各中央局、
分局、省委和市委的同志们阅看，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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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请会知各省市新华分社照河北分社的办法，
从各省市方面采访此类消息刊入 《内部参
考》。”［8］毫无疑问，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
人，毛泽东的这些批示极大地推动了内部参考
的信息传播工作，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从事内
部参考工作的记者编辑。

1953 年 7 月，中共中央发出了 《关于新华
社记者采写内部参考资料的规定》。这是新中国
成立后，中央发布的第一个关于内参工作及其
机制建立的文件。在内参工作及其机制 ( “内部
参考信息传播工作及其机制”的略写) 建立史
上，它是第二个具有里程碑价值的文件。但就
文件反映的思想深度和操作程度而言，它的重
要性、显赫性和历史意义又超过了建国前的第
一个文件。它标示着，我党的内参工作及其机
制从此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在这份文件中，中央明确规定了新华社记
者采写参考资料的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1、党的政策方针在各地贯彻执行中的情

况和问题，特别是那些对领导机关有参考价值
的实际工作中的困难、偏向、错误和缺点的
情况;

2、各阶层人民当前的政治思想情况，各阶
层人民对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的意见，各阶层
人民在生活和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和对于领导
机关的意见;

3、统一战线工作中的问题;
4、工作中一些尚不成熟、带试验性的不宜

公开报道的工作经验;
5、各地自然灾害的详细情况和反革命分子

活动情况;
6、其他不宜于公开发表的重要情况。”
这份文件还明确要求新华社记者在采写参

考资料中应注意的问题:
“1、写参考资料内容必须注意确实，力求

客观全面，反对粗枝大叶，道听途说，并防止
片面夸大。要注意说明问题是什么时候发生和
存在的，现在的情况如何，并要说明资料的本
源及其可靠性，以便领导机关对这些问题有较
全面的正确的了解。

2、记者写参考资料时，只负责客观真实地
反映情况，不要对所反映的问题作出结论，也

不要向有关方面提出处理的要求。记者不得参
预当地的争论，不得干预当地的工作。”

考虑到记者反映问题时，很可能与问题所
在地的党组织发生不同意见，因此，这份文件
强调指出:
“新华社的各地记者必须在总社领导下同时

在各级党委监督下进行工作。必须注意防止任
何不尊重党委意见的现象发生。当然，尊重党
委意见，并不是说记者在某些问题上不可以有
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不应当把他们见到的工作
的缺点向中央反映。为了工作的便利，兹规定:
新华社记者反映地委以下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
的资料，可直接发给新华社总社; 反映省市一
级工作中的问题的资料，要送给省市委负责人
阅后发给新华社总社; 如省市委对资料提出不
同意见而记者认为仍应向中央反映时，应将省
市委意见一并报告新华社总社。”［9］

应当说，这份历史性文件是很有穿透力的。
它为我党的内参工作及其机制奠定了基调和框
架，几十年来我们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正如
毛泽东当年说过的，中央给记者的任务就是要
如实反映情况，记者反映情况就是执行自己的
职责，不论是省市委喜欢的不喜欢的，他都要
反映。中央怎样判断，这是中央的事。［10］

为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关于新华社记者采
写内部参考资料的规定》的文件精神，新华社
专门召开会议，对改进内部资料的采写和编辑
工作进行了讨论，既总结了经验，又分析了不
足，还提出了措施，形成了新华社内第二份关
于内参工作的文件——— 《对加强 〈内部参考〉
采写和编辑工作的意见》 ( 1953 年 9 月) 。这份
文件特别指出: “中央规定采写资料的范围的六
项中，应以第一项为主要的。因此经常反映的
资料应该是: 党的政策方针在各地贯彻执行中
的情况和问题，特别是那些对领导机关有参考
价值的实际工作中的困难、偏向、错误和缺点
的情况。”“编辑 《内部参考》的目的，主要是
供给中央负责同志参考，使他们能及时地了解
到党的各项政策在具体执行中所发生的新的重
要问题。”又指出: “作公开报道是记者的主要
任务，把在采写公开报道中所了解的不便公开
报道的重要情况和问题及时写成资料也是记者
的任务，这两者是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的。”［11］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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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文件透露的信息可以看出，我党内参工作
逐渐开始成熟起来了。

除毛泽东外，中共其他高层领导人也是非
常重视内参工作的。1956 年 5 月 28 日，新华社
编委会向中央作了 4 个半小时的工作汇报后，刘
少奇代表中央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其间，刘
少奇说: “事情是真实的，但如果公开报道了，
对敌人有利，对我不利，那么，就不能公开报
道，可写成内部参考资料。内部参考资料，国
内记者要写，国外记者也要写。《内部参考》应
该成为一种有权威的刊物。”［12］6 月 19 日，刘少
奇似乎意犹未尽，再次召集胡乔木、吴冷西等
人谈新华社工作。刘少奇又强调指出: “新华社
要认真办好《内部参考》和《参考消息》。要当
作一回事来办。内部参考可以有两种，一种是
给党内少数领导同志看的，一种是给中级干部
看的。可以叫做党内参考。对于如何办 《内部
参考》，你们要做专门讨论。”［13］作为仅次于毛
泽东党内地位的第二把手刘少奇显然是非常看
重内参工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二次发
出重要指示，不但要求新华社要办好内参 《内
部参考》，而且还要使 《内部参考》成为一种有
权威的刊物。刘少奇对 《内部参考》寄予了深
切的厚望。

正如任何一款新车即使定型以后也仍然需
要一段磨合期，才能正常行驶一样，内参工作
及其机制虽然在党中央的有力支持和督促下渐
入佳境，但在运行过程中，也仍然发生偏差，
暴露出一些还可改进的问题。1957 年 12 月 25
日，新华社编委会提交了 《关于改进 〈内部参
考〉工作向中央的请示报告》。该报告有针对性
地提出一些改进意见: 一是强调只要是对中央
负责同志有参考价值的一些国内外重要资料，
即应有选择地加以刊载; 二是选择稿件时，国
际方面的要从严，国内方面的要从宽，对反映
兄弟党内部关系的要从严，对反映一般国际问
题和兄弟国家内部一般情况的要从宽; 三是西
方资产阶级报刊和通讯社制造的关于社会主义
国家的纯属污蔑的谣言和对我国及兄弟国家党
和政府领袖私生活的污蔑，均不宜在 “内参”
发表。［14］

中央书记处收到新华社编委会提交的报告
后，以邓小平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于 1958 年

2 月 24 日上午，专门召开会议，讨论 《内部参
考》工作。邓小平认为: 《内部参考》主要是供
中央负责同志看的，具有大字报性质，它登出
的东西，算数也不算数; 它反映的问题，可信
也可不信。彭真认为: 以后凡不宜刊内参而又
有重大参考价值的稿件应打清样送中央; 凡省
市委对《内部参考》上反映的情况有意见的，
应坚决更正; 针对有的记者因怕出问题不敢写
内参的情况，彭真认为应鼓励记者写，但记者
要认真负责。胡乔木认为: 《内部参考》是内部
的，但《内部参考》登出的东西就不是内部的
问题了，因此记者必须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采
写内部资料; 党内部组织问题特别是省市委内
部组织问题不必在《内部参考》上发表; 《内部
参考》要强调保密工作的重要性，要严格执行
清退制度，每月销毁一次。以上三位中央领导
同志一致要求新华社认真把 《内部参考》办好。
根据这次会议情况，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央权威
的《中央书记处对改进 〈内部参考〉工作的意
见》。［15］这份中央书记处发布的文件指出:
“以后凡不宜在《内部参考》上刊登而有参

考价值的稿子，除打清样送中央政治局委员、
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外，还应分送给中
央宣传部、中央联络部、外交部。”这就表明，
《内部参考》在内容上要进一步细化，或者说内
参家族将会诞生一个新的成员。
“《内部参考》虽然是供少数领导同志参考

的，但记者采写内部资料时，应认真负责，力
求客观、公正。”这就是说，记者采写内参时，
要像采写公开报道那样，严格遵循新闻真实性
原则，客观公正地反映情况。
“中央书记处决定加上批语转新华社关于加

强《内部参考》工作的报告，使省市委了解
《内部参考》的性质，并要他们指导和协助记者
完成采写内部资料的工作。”这就意味着，内参
工作已不仅仅是新华社的行为，而且还是党中
央的行为，是国家的行为。

总之，从中央书记处的这份文件可以看出，
我党对内参工作及其机制的认识以及规律性的
把握，显得更加成熟、更加老到、更加深刻、
更加系统。历史表明，中央书记处的这份文件
促使我党的内参工作及其机制建设，又登上了
一个新台阶; 同时也为内参工作的健康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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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坚强而有力的保证和支持。
新华社积极而坚决地贯彻落实中央书记处

关于加强《内部参考》工作的文件精神，他们
认为: 虽然《内部参考》“基本上起到了中央的
耳目作用，”但是，也还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缺
点，如有的稿件质量不高，思想性、政策性不
强; 有时反映的情况和问题不及时，往往落在
实际工作的后面; 有时还滥竽充数，登载了一
些对中央没有什么参考价值的东西; 一些稿件
分不清问题的主流和支流，有片面、夸大的缺
点; 等等。为此，新华社强调要进一步明确办
刊方向和编辑方针，重新调整内参的采写范围。
在《内部参考》改版十天后，新华社于 1959 年
3 月 11 日再次向中央书记处提交了 《关于 〈内
部参考〉工作情况及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
这份报告，实际上是对一年前中央书记处文件
的积极回应。它在三个方面有较大突破:

其一，在办刊方向上，提出了要把 《内部
参考》办成像胡乔木所主张的 “敏锐地反映各
方面动向的综合性内部刊物”的清醒判断。

其二，在编辑方针上，提出了要坚决执行
“宜上不宜下、宜粗不宜细、宜快不宜迟”和
“全面、客观、准确”的明确思路。

其三，在刊物内容上，重新调整了内参的
采写范围，包括: “1、实际工作和群众运动中
刚刚冒头的新问题、萌芽状态的重要情况，以
及能反映风向的一些重要资料; 2、各地在执行
党的政策、方针中发生的一些偏差和问题; 3、
各阶层群众对党的新政策、新方针以及对重大
政治文件的反映; 4、重要的、带有普遍意义的
但还不成熟的工作经验; 5、重要的敌情、疫
情、天灾、人祸; 6、重要的不便公开报道的学
术思想争论; 7、重要的不宜公开报道的创造发
明，技术改革，重大的资源发现等等; 8、重要
的带有政策性的典型调查材料，重大问题的背
景材料; 9、关于国际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和情
况，西方国家通讯社、报刊的造谣、诬蔑和挑
拨等。”［16］

内参内容的采写由过去的六个方面，扩大
为现在的九个方面，且限制性门槛也较过去有
所降低，如天灾的反映等。由此看出，经过十
年以上时间的反复和磨合，在毛泽东、刘少奇、
邓小平、胡乔木等中央高层领导的有力督促和

精心指导下，再加上新华社的积极配合，不断
改错、不断校正、不断努力和不断上进，内参
工作及其机制自此已基本成熟、基本合格、基
本成型、基本走上正轨了。虽然以后还会出现
变化，但也只是小修小改而已，大的原则、方
向和框架已基本确立，不会发生根本性的逆
转了。

三

如前已述，我党创造的内参已从最初的单
体，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品牌效应的系列产品，
具体分为两大家族，即“参考”家族和 “内参”
家族。

一、先看“参考”家族
1949 年 9 月，中央批准 《参考消息》由赠

阅改为订阅，当月发行量由 1964 份增加到 2947
份。1953 年 3 月 1 日，根据中宣部批准的关于
改进 《参考消息》的方案，新华社将 《参考消
息》一分为二: 一是继续以 《参考消息》为名
印出，二是以 《参考资料》为名印出; 前者篇
幅少而简，后者篇幅多而杂。《参考资料》就是
党内著名的 “大参考”，每日分上午版和下午
版。当时这两种内部刊物均属秘密级别，发行
量很小，《参考消息》也就 2 千余份，但传阅的
人数却很多。根据新华社 1955 年 1 月 21 日给国
务院提交的关于 《参考消息》发行范围一事的
报告，可以看出当时的受众面很窄，中央和地
方至少是副省部级干部才可阅读。有意思的是，
它还规定: 这份党内刊物，“各兄弟国家驻中国
的大使、公使”也可订阅。

1956 年 11 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二中全
会。毛泽东在会上倡议扩大 《参考消息》订阅
范围。随后，中央办公厅于 1956 年 12 月 18 日
正式发文《中共中央关于扩大 〈参考消息〉订
阅范围的通知》，决定订阅范围由 “高级的党内
外领导干部”扩大到党的县委委员以上、机关
副科长以上、部队团委委员以上、高校讲师以
上、中学校长以上等等，发行量将达到 40 万
份。［17］1957 年 3 月 1 日，《参考消息》以全新面
目出现，由刊物型改为报纸型，每天一期，4 开
4 版，两万字左右。从此，《参考消息》变身为
日报，而《参考资料》则继续保持刊物型，也
没有扩大订阅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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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参考消息》扩大订阅范围的目的，毛
泽东曾经有这样一段著名论断: “为什么要这样
做呢? 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
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同志们面前，摆在人
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不
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这一条我们
跟苏联的做法不同。为什么要种牛痘? 就是人
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实行 ‘细菌
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
疫力。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
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
的免疫力。”［18］毛泽东曾在多个场合幽默地说:
这是“共产党、人民政府替帝国主义出钱办报
纸，替帝国主义无条件地办报纸”， “可以说天
天替帝国主义作义务宣传”。［19］1957 年 5 月 17
日，毛泽东同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谈话时说:
“《参考消息》要总结一下，可再扩大，变成天
下独一无二的报纸。”［20］

1964 年，毛泽东指示: 《参考消息》发行量
要增加到 100 万份。1970 年 7 月 5 日，经中央
政治局批准，新华社决定将 《参考消息》的订
阅范围扩大到机关全体干部、部队、工厂和农
村基层党支部和知识青年。“文革”期间，周恩
来总理曾多次向外国政要介绍 《参考消息》，并
将一份原报送给法国总统蓬皮杜，周恩来说:
“现在世界上有一种最好的报纸，就是我们的
《参考消息》。”［21］

1985 年 1 月 2 日，经中宣部同意，《参考消
息》取消了报头下的 “内部刊物，注意保存”8
个字; 1998 年 1 月 1 日，《参考消息》又取消了
自 1988 年 1 月 2 日报头下的 “内部发行”4 个
字。就这样， 《参考消息》逐渐褪去了内参色
彩，脱离了内参范畴，庄重地完成了自身的内
参使命，从而成为了一张真正意义的报纸。现
在， 《参考消息》仍然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日
报，日均发行 400 万份。［22］《参考消息》有两个
内容完全一样的版本，一个是发行量多的 4 开
版，另一个是发行量少的对开版; 后者字体大，
便于老年人阅读。《参考资料》依然保留着内参
性质，继续作为一个品种而存在。

二、再说“内参”家族
内参家族人丁兴旺，相当庞大。由于毛泽

东的倡导，不但新华社首先办起了内参，而且

其他中央纸媒、省级纸媒等也创办了自家的内
参，并且中央和国家的一些机关也创办了自家
的内参。简要分述如下:

1. 新华社内参
新华社内参样式和品种之多，在中国是少

有的。据我所知，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 《国内
动态清样 ( 附页) 》，属绝密级别，专供中央政
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或相当级别干
部审阅，其内容一般为反映重大和特殊事件及
其动态，不定期印出。② 《国内动态清样》，属
绝密级别，专供省部级或相当级别干部审阅，
其内容主要为反映重要事件、重要动态、重要
反馈、重要建议、重要判断等等，每天印出。
以上两种内参是我国内参系列中层级最高、权
威最高的内部刊物，其印制也很有特点，通常
是单张印刷，一事一议，篇幅很少超过三千字，
文风朴实，文字简洁，文章干净。③ 《内部参
考》，属机密级别，近似刊物，有目录，有专
栏，其内容主要为反映社会各种问题、各种动
态、各种典型以及专题调研等等。以往新华社
办了《内部参考》、《国际内参》、《经济决策参
考》三种机密级内部刊物，自 2006 年起，新华
社将这三种内参整合为一，统为 《内部参考》。
这种刊物，一般中央和地方的司局级单位均可
订阅。④《内参选编》，属内部刊物，一般县团
级干部、乡镇科级干部和部队营级干部均可订
阅，其内容反映的情况相当广泛，许多是即将
公开的报道。

2. 中央纸媒内参和省级纸媒内参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纸质媒体均按

中央意图创办了自家内参，如人民日报的 《群
众来信摘编》和《情况汇编》、《情况汇编·特
刊》，光明日报的《情况反映》等等。人民日报
的内参曾享有很高声誉，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
主要负责内参选编的人民日报群工部，每天收
到全国各地的群众来信就有几大麻袋，近百名
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

省级纸质媒体创办的内参也可例举一二，
如上海解放日报的 《情况简报》，河南日报的
《内部参考》等等。有的地市报也创办了自家的
内参，如郑州的《大河报》、湖南湘潭的 《湘潭
日报》等等。

隶属中央机关的中央纸媒也创办了自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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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如隶属团中央的 《中国青年报》就有 《青
年来信摘编》，隶属中国人民银行的 《金融时
报》就有《金融内参》，等等。

3. 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内参
根据 《邓小平年谱 ( 1995 － 1997 ) 》 ( 上)

查询，获悉已知中央和国家机关创办的内参有
以下单位:

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室编印的 《人民来信摘
报》，中央办公厅信访处编印的 《来信摘要》，
中央军委办公厅信访处编印的 《信访摘报》，财
政部办公厅办公室编印的 《信访摘报》，石油工
业部办公厅编印的《外事情况反映》，教育部办
公厅编印的《人民来信来访摘报》，等等。

按照逻辑推理，可以肯定地说，中央和省
市以及地市纸媒的内参，远远不止上面列举的;
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内参，也同样远远不止上面
列举的。没有列举的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各级
纸媒，决不等于他们没有创办自家内参。实际
上的内参品种，在中央和省市纸媒、在中央和
国家机关内部，均广泛地存在着，表现出活跃
的生命力。

深知内参成长历程的胡乔木曾经写过一篇
文章，题为《中国领导层怎样决策》，他是这样
写的:
“中国领导层获得信息的途径很广泛，信息

渠道是多种多样。主要有:
中央党政各部门和地方党政机关经常的情

况报告和工作建议，以及党政机关建立的全国
范围的信息网络，是日常性的主要的信息来源。
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每天都要用相当时间阅读这
些信息。

中国重要专门机构和咨询、研究系统的信
息，也是重要的信息来源。统计、信息、咨询
和研究等部门定期或随时提供的数据材料和分
析报告，既有充分的事实又有分析和建议，受
到领导人重视。

专家、著名的活动家的个人研究成果和群
众来信来访所提供的信息，也是领导机关和领
导人了解情况的重要渠道。我国信访部门每年
约收到人民来信五、六十万件，其中相当多数
是反映改革、建设情况和提出意见、建议。领
导人经常阅读其中的重要信件，并交由有关部
门研办。

中国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等新闻
单位每天都要传播大量的信息，包括来自世界
各地的信息，这当然是领导及时了解信息的最
重要的来源之一。” ( 《胡乔木文集》第二卷，
270 页)

以上胡乔木提到四种途径的信息来源，实
际上许多正是以内参形态表达和报送领导层的。

此外，还要说明的是，我国的内参工作及
其机制受到党纪国法的保护。例如，中共中央
于 2004 年颁布的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 试行) 》的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 新闻媒体要
通过内部反映或公开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
用。这里所说的内部反映，就是指内部参考。

四

我党创造内参机制的最终目的，从根本上
来说，就是为了治国理政。经验和实践证明:
内参机制确实是全面了解下情、充分搜集信息，
有效管理国家，提高执政能力的最佳渠道和最
好帮手。

作为执政党，我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必须
全盘掌握情况，切实保证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
而要做到这一点，一般来说，有两条路径可走:
一条是依赖党的组织系统和政府的组织系统，
一层一层地按照程序传输信息; 另一条是依靠
各级媒体，另辟路线，直达天听。虽然我们一
直都是坚持两条路都走，但利用更多的还是媒
体的内参。一方面，媒体内参的时效性更快捷、
更迅速，由于没有部门利益的瓜葛，反映情况
也更容易客观准确，另一方面，中央高层通过
来自两条路径上报的信息，可以更好地比较和
辨识，有助于正确地判断，进而英明地抉择，
从而保证整个社会的稳定、健康、有序地发展，
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

内参采写的主要承担者是记者。记者被要
求采写内参，是我国媒体的特性赋予记者的职
责。正是在这一点上，凸显出了我国记者与其
他国家记者的重大区别。按照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我国媒体
不仅是消息发布工具和宣传教化工具，而且还
是信息传播工具，又是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工
具。由此展开，我国媒体的记者职责不仅要报
道新闻，而且还要调查研究; 不仅要充当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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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要当好耳目，二者缺一不可。从传播学
的观点看，我国记者不仅要从事大众传播工作，
而且还要从事组织传播工作，即一方面记者要
及时地向中央和上级部门反映基层情况，以便
中央和上级部门有针对性制定方针和政策，另
一方面，记者还要迅捷地将方针和政策的实施
情况反馈上去，以便中央和上级部门了解情况，
哪些是正确的应该坚持，哪些是错误的必须改
正，哪些是不完善的需要改进，等等。所以，
掌握内参采写的本领，是我国记者必备的专业
技能和职业要求。

早在延安时期，我党根据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思想路线，创造性地提出 “全
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新闻理念。正如毛泽东
曾经说过的: “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
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
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我们的报
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
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23］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实际上是我党 “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在传媒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我们的媒体
和记者都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群众是媒体的
真正主角，既要报道群众生活，表现群众风采，
又要反映群众呼声，申诉群众要求。不可否认，
群众意见肯定是良莠不齐，目珠混杂，肯定有
正确与错误之分、先进与落后之别。再加上建
国时期，我国积贫积弱，人口众多且文盲率极
高，因袭负担之沉重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但
即使是这样，也不能成为轻视、忽视和小视群
众意见的理由和借口。群众意见中的确有不少
不适宜公开报道，但我们完全可以走内参渠道，
以认真对待群众意见的真诚态度，切实反映群
众诉求。通过内参渠道表达群众意愿，也是真
正实践群众办报路线的一种表现。只有这样做，
才能从又一个侧面有力地巩固执政基础，凝聚
执政资源，也才能牢实地维护好、发展好、保
护好群众的现实利益和根本利益。

毛泽东曾经对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说过:
“《参考资料》和《内部参考》我每天必看。”［24］

能够每天吸引毛泽东眼球的读物必定很少，它
说明，这两种内参确实办得不错，同时，它更
说明毛泽东极其重视内参，已成为他每天不可

离身的治国理政需要。周恩来对内参报道也高
度重视，他曾经对一位新华社记者说: “看到不
对的东西，要敢于向上报告。”［25］以邓小平为核
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内参工作的重视，
丝毫不亚于毛、周时代。据有人回忆: 胡耀邦
从 1979 年到 1985 年的 6 年多时间内，共批阅人
民群众来信 2000 多封。［26］其中，有相当部分就
是通过内参渠道送达的。正是在胡耀邦的有力
推动下，新华社于 1984 年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
的新华社内参工作会议，从而为新时期的整个
内参工作及其机制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以
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同样非常
关心、非常支持内参工作，他们曾对新华社说:
在内部刊物上多反映一些困难和问题，对领导
干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使领导干部更好
地了解全面情况，头脑也会更清醒一些。以胡
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 2005 年 3 月 24 日听取
新华社党组汇报工作时，指出: 长期以来，新
华社内参报道在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成为中央的智囊团和思想库。［27］

历届中央高层领导对内参的高度重视和极
为关注，强力地展示出内参报送的 “通天”效
应。尽管内参的受众范围有限，传播范围有限，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内参的功能与作用的极大
发挥，具有很强的爆发力。关于内参的功能和
作用，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抓住苗头，凸显关注。
能否抓住苗头性问题，这对领导干部尤其

是高级领导干部来说，既是一个领导能力问题，
也是一个领导艺术问题。1982 年 10 月 2 日，邓
小平看到新华社 《国内动态清样》上反映一件
事，说江苏省计委一位负责人主张我国应创自
己节能道路，并提出若干建议。对此，邓小平
作出批示: “紫阳、万里、依林、宋平同志阅，
这些意见很值得重视。”［28］又如，1977 年 8 月 19
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编印的内参 《来
信摘要》刊登了北京市基本建设指挥部一位干
部来信，反映北京市十一大代表产生不符合民
主集中制、完全走形式的情况，邓小平阅后，
作出批示: “此类反映极多，值得注意。”并将
此期内参批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吴德、
倪志福等其他中央高层领导人。［29］

第二，发现问题，抓小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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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内参报送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形态。高
层领导通过内参发现问题后，往往不仅是就事
论事，而且还从小看大，以小思大，抓小促大，
紧紧抓住一个不起眼的或普通的小问题，推动
和促进了一个行业或一个部门或一个地区的工
作改观和作风改进。1982 年 3 月 15 日，胡耀邦
在看到 《丁玲、姚雪垠等二十位知名人士要求
解决住地的挂号邮件和包裹的投递问题》的内
参后，作出批示: “请邮电部门狠抓各项工作的
落实，坚决克服那种不为群众办邮电和不方便
群众通信的官僚主义作风。新中国的邮政不但
应该而且完全可能比旧中国时代办得好。”［30］

1983 年，新华社记者毕无畏到陕西采访时，
曾经写过一篇内参 《陕西富平县邮递员张平乐
三年来私自毁弃信件电报一万多件》，记者通过
这起建国三十年来我国邮电系统中前所未有的
大案，建议邮电部门应当狠抓规章制度、培训
考核和道德法纪教育等等。同年 2 月 3 日，胡耀
邦看到这篇内容后，当即批示: “此件转邮电部
党组。请党组讨论一次。你们是不是同某些部
门一样: 长期对下面不搞工作检查督促? 不发
现问题、处理问题? 不抓本系统队伍的思想建
设和组织建设? 不抓这些，怎么能开创什么新
局面?”［31］在胡耀邦的直接督促下，邮电部党组
迅速行动起来了: 一是发出了 《关于贯彻耀邦
同志批示，切实提高通信质量的通知》，把批示
直接传达到全体邮电职工，发动全行业查问题，
找原因，堵漏洞，订措施，抓整改。二是组织
工作组开赴全国各地调研，推动落实。通过大
检查，邮电行业的工作作风大改观，服务质量
大提高，行业利润 1983 年比 1982 年增长
30. 8%，超过历史最好水平。在人民来信来访
中，申告通信质量问题的由大检查前占 30%下
降 到 占 20%，查 处 结 案 率 由 50% 提 高
到 85%。［32］

第三，查实具体，推动整体。
这也是内参报送中一种常规效应。无论是

记者采写还是群众来信中反映的人和事，往往
都是单个的和具体的，而高层领导则往往是通
过单个的和具体的，放眼全局的和整体的，站
在全国的角度上指导工作。

陕西富县有个叫李武强的青年知识分子，
1982 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法国巴黎大学物理学

博士学位后，怀着一腔热情回到祖国。没想到
的是，当时有关部门以 “哪里来回哪里去”的
分配原则，将李武强调回出国前的工作单位
———富县广播站。一个学 “机器人”设计制造
的留洋博士，居然整天干的是爬杆架线，修理
舌簧喇叭。李武强为使学有所用，曾三赴西安，
两进北京，写下几十份上诉材料，跑了近半年，
希望安排适当工作，但投诉无门，并且还遭到
单位批评，说他 “不安心工作”。1983 年秋天，
《延安日报》记者杨捷知道这个情况后，经过一
番调研，写了一篇题为 《一位获博士学位的留
法学生回国一年半后还未分配工作》的内参稿。
1983 年 11 月 10 日，人民日报社 《情况汇编》
刊载了这篇内参。［33］同年 11 月 16 日，邓小平看
到此文，作出批示: “请国务院检查。天天讲缺
人，有人不能用、不会用，为什么? 是谁的责
任? 如何纠正? 需要弄清楚。”［34］由于高层领导
的干预，不但当事者本人改善了境况，更重要
的是，此事还推动了全局性和整体性的工作。
同年 12 月 20 日，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
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组织、宣
传、统战部门在 1984 年上半年对落实知识分子
政策的情况再进行一次认真检查，边检查边解
决问题，真正做到对待知识分子政治上一视同
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

第四，敏锐判断，重大抉择。
高层领导日理万机，思虑千种，有的重大

抉择常常是在不经意地阅读内参过程中，突然
触发灵感，依赖敏锐的判断来完成的，正所谓
必然寓于偶然之中。

1971 年 4 月，中国乒乓球队赴日本名古屋
市参加第 31 届世界乒乓球赛。当时中美高层已
开始秘密接触，所以毛泽东对这次中国乒乓球
对参赛格外关注，每天关注赛场内外情况。当
他在 6 日这天从 “大参考”上获知庄则栋同美
国队球员科恩接触之事后，毅然作出重大抉择:
邀请美国队访华。毛泽东的敏锐能力高人一筹，
他把一个 “无意”行为迅即转化为中美开始公
开接触的正式国家行为。对这一点，连基辛格、
尼克松也不得不佩服。封闭了 20 多年的中美关
系大门就是这样打开了。据有人统计，仅在
1978 年到 1981 年的短短 3 年间，新华社就有
180 多篇内参转化为中央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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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惩治贪腐，扬善求真。
所有内参提供的信息中，有不少部分是反

映丑恶行为的，如涉及有贪污的，也有腐败的;
有违法的，也有乱纪的; 有举报贪腐线索的，
也有投诉欺诈行为的;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曾在新华社一份内
参上批示，批评河北省农村基层干部违法乱纪
的严重情况，并要求全党高度重视，查实本地
有无类似情况。如有典型案例，请各地通报，
坚决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
的斗争。［35］

再举一例: 新华社记者曾在内参上反映江
苏沭阳县沂涛乡干部乱收费、乱罚款，导致干
群矛盾尖锐化的情况，江泽民于 1991 年 6 月 15
日阅后批示: “此事应派专人去查问。如确有此
情况，令人发指。封建时代的宰相范仲淹还提
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在群众遭遇特大自然灾害
时，如此吃喝挥霍，必须严肃处理。”［36］根据江
泽民批示，中共江苏省委专门派出调查组，认
真查处了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以上归纳的五个方面，只是内参功能与作
用比较突出的特点而已。其实，内参批示有时
还折射出高层领导的思考重心、性格兴趣和知
识厚重以及高层领导之间的不同看法和争执等
等。有不少内参批示后面，都有一个精彩故事。
以上例举，不过是长天彩虹的小小片段，挂一
漏万罢了。

五

至此，我国内参工作及其机制的论述已基
本完成。虽然在网络语境下，内参工作及其机
制已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新的挑战，譬如如何在
海量信息化的社会中淘出有价值的信息等等，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我国的内参工作及其机制是我党的一个伟
大的创造，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闻传播
领域的一个丰硕成果。它在中国的环境下诞生，
中国国情的养料滋育它成长壮大，具有很强的
适应症。它的独特性，正是由于它的不可复制
性和不可比拟性。

我国的内参工作及其机制是整个新闻传播
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又是我国领导
层治党治国治军的重要利器、重要平台和重要

渠道。它在我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
生活、社会生活乃至外交生活中，每日每刻都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大甚至巨大作用，因而它
是我国 60 余年来所有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参与
者和推动者。毫无疑问，运用内参进行治国理
政，也是提高我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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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nternal Reference Inform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Mechanism
Yin Yungong
The internal reference work and its mechanism are the great crea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CCP) and a substantial fruit of The Marxism Chinese in the journalism and commu-
nication field． It＇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ntir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
tion mechanism，but the key tool，important platform，and critical channel for the leaders
to manage the CCP，the army and the country． It plays an irreplaceable vital role in Chi-
na’s political，economical，cultural，social，and even diplomatic life in that it has been
the witnesses，participant，and propeller of all significant events over 60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China in 1949．

15 The Outline of Aesthetics in Journalism
Zhang Libin
This paper regards the aesthetics in journalism is a kind of applied journalism，which in-
tegrates the aesthetic theory and the journalism theory，mainly from the three aspects: the
aesthetic concept basis，the methodology basis and the contents and forms of the aesthet-
ics in journalism． The paper deals with the study of the basic theories for establishing the
subject system of the aesthetics in journalism，and also sets up the foundation for the aes-
thetic responsibility of this subject that the aesthetics in journalism can steer the journal-
ism towards a higher development．

23 Communication channel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technology and the e-
volution of media forms
Li Xizhen，Chu Xue and Hu Che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technology，the evolution of communication channels is in
the key position as a symbolic link in the communication of human activities． In the view
of evolving communication channels，communication form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which means the road communication，paper － propagation and transmission
circuits，and correspondingly，there are physical media，paper media and electronic
media． At the same time，in the process of media technology evolution，it not only means
the evolving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and space of media，but also means that
the implication of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is gradually narrowed inevitably．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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