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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闻闻媒媒体体舆舆论论监监督督现现存存问问题题与与对对策策分分析析  
拓  玲 

（西安日报 时政新闻部，陕西 西安 710002） 

 
摘  要：开展舆论监督是每个新闻媒体的使命和责任，随着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现实生活的深刻变化，大众对媒体舆论监督越

来越关注，需求也越来越迫切。近年来，媒体舆论监督在大力弘扬正气、积极维护社会稳定，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等方

面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也存在着诸多不完善、不健全、不规范之处，从而出现了监督乏力、监督不畅和监督不能的情况。面对如

此现状，如何建立一个科学、健康、法制的新闻舆论监督机制成为了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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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体舆论监督的含义与方向 

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拥有运用舆论的独特力量，帮助公

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礼仪的事务，并

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公共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社会

行为的权利[1]。 

舆论监督的产生与社会制度紧密相连。在我国，舆论监

督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监督评议

的重要途径，做好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的愿望，是党和政府

改进工作的手段，也是新闻工作的重要职责。国务院总理温

家宝在 2012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创造条件让人

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胡锦涛总书记 2009 年在世界媒体峰

会致辞中曾强调：“要鼓励和支持媒体在弘扬社会正气、通达

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和

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两位国家领导人对新闻舆论监督职能的鼓励与期许，

为我们未来更好地开展新闻监督指明了方向。 

二、媒体舆论监督优势与现状 

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进步，新闻舆论监督也取得了不菲

业绩。从最初的小心谨慎到今天的锋芒毕露；从最初的屈指

可数到今日的遍地开花，新闻舆论监督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扮

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从监督特点看，舆论监督具有几大优势。一是具有很高

的受众关注度和影响力；二是具有很强的舆论导向能力；三

是具有多样表现形式；四是涉及面广，关系到受众的点滴生

活。从监督现状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媒体舆论监督工作

配合党内监督、组织监督、制度监督和民主监督，在形成监

督合力和实效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媒体舆论监督在大力

弘扬正气，积极维护社会稳定，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

利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对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起到了

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舆论监督在运行中

还有许多不完善、不健全、不规范的地方，从而发生了监督

乏力、监督不畅和监督不能的情况，甚至存在着损害公民、

单位的合法权益甚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有些新闻媒

体为制造噱头，引起广大受众关注，竟然违反“真实”这一媒

体舆论监督的生命，通过不实报道极大损害了新闻媒体舆论

监督的社会形象及存在价值。 

例如 2007年 3月，广东某媒体报道称，广东香蕉发现巴

拿马病，由于难以治疗，被称为“蕉癌”。报道随后被有意无

意误读延伸为“吃香蕉会致癌”，香蕉运销商也借此打压香蕉

价格，导致海南香蕉滞销，价格暴跌。一个以讹传讹的“蕉癌”

事件，使得海南香蕉业几乎遭到灭顶之灾，香蕉种植户损失

惨重，教训极其深刻[2]。 

三、媒体舆论监督的完善路径 

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现实下，面对新形势，如何建立起

一个科学、健康、法制的新闻舆论监督机制，切实反映党和

人民的意志，对政府、司法、社会实行有效的新闻舆论监督，

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摆在新

闻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媒体宣传什么、评论什么、批评什么、监督什么都要根

据党的政策和国家方针来研究实施，使之有利于党的执政和

国家稳定，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有利于社会发展和

人的和谐。这就要求我们要坚持党性原则、有利稳定原则、

服务大局原则、事实准确原则、客观公正原则、注重效果原

则、遵守纪律原则和依法监督原则。遵循这些原则，舆论监

督就可以少走弯路[3]。 

同时要做到“三个不能对立”。在舆论监督活动中，要把

握导向和立场，不能把反映人民意愿与促进党和群众血肉联

系相对立；不能把揭露工作中的问题与维护党和政府的良好

形象相对立；不能把抨击社会的歪风邪气与维护社会稳定相

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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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2008年我国南方遭遇雨雪冰冻灾害时，尽管灾区

群众遇到停电、断水及交通堵塞等重重困难，但各媒体报道

的大量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鲜活稿件，既客观报道了灾区

困难，又重点报道了从中央领导到普通百姓，齐心协力、共

同奋战、舍己为国、无私奉献的英雄壮举。鼓舞了国人，振

奋了民心，树立了政府的威信，体现了百姓的情怀，有效维

护了社会稳定。 

不仅如此，还要注意把握大局。舆论监督在大局面前尤

其要把握好监督的“度”。要坚持按照法律办事，按照原则开

展，否则就可能危害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邓小平同志曾

经指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思想上的中

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

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经常性的、基本任务。”可以说，促进

安定团结是舆论监督的一项重要责任，因此在事关国家和社

会利益方面开展舆论监督要更加慎重。 

四、正确发挥媒体舆论监督作用的对策 

作为媒体来说，一些盲目追求“噱头”的失实报道绝不能

成为其营销手段，否则到头来，损害最大的还是新闻媒体赖

以生存的“公信力”。怎样才能正确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

作用。 

首先要倡导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强化媒体社会责任感。

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

展起来的一种“公共服务”信念，它最突出的特点，是相信媒

介可以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它要求记者在从事新闻报道的

时候，遵从客观性原则、真实性原则、独立性原则和自由性

原则。如果在工作中缺乏科学责任和质疑精神，就会让媒体

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例如 2005年 7月，一篇标题为《啤酒业早该禁用甲醛》

的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报道开头引用了一名被称为“啤酒研

究工作者”的来信，信中指出，目前很多啤酒厂为了控制成本，

用可疑致癌物甲醛充当稳定剂，并称这是我国啤酒业的“行

规”。这篇报道还引用了中国酿酒工业协会啤酒分会秘书长杜

绿君的观点：“就产量比例来看，95%的国产啤酒都加了甲

醛”[4]。虽然事后杜绿君马上发表声明指出，这篇针对她的采

访报道是以讹传讹，但由于文章在短时间内已经被迅速广泛

转载，不仅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也引起了韩日等邻国的

关注。 

最后经多方调查，中国啤酒基本上已实现无甲醛酿造的

主流，所以国产啤酒 95%甲醛超标是没有根据的。可见，掌

握着公共资源的媒体只有秉着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才能杜绝

以公共利益之名炒作、追求轰动效应、谋求商业利益的可能。

报道食品安全事件本是媒体塑造形象，提升公信力的好机会，

但媒体只有以公众利益为出发点，以理性、科学的新闻专业

主义精神报道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 

其次，要加强记者职业道德修养，杜绝恶意新闻炒作。

新闻记者在工作中应尽一切努力，确保公众所接受的消息绝

对正确。采访过程中应尽可能查证所有消息源内容，不任意

曲解客观事实。如果以舆论监督之名，行恶意炒作之实，则

是职业道德缺失的表现。恶意炒作对新闻的影响除了制造虚

假新闻、愚弄受众以外，更恶劣之处还在于削弱了新闻赖以

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恶意炒作之所以引起社会公众普遍反感，

是因为这种操作手法违背了新闻真实性原则，也使新闻丧失

了应有的尊严和存在根据，更遑论新闻功能和作用的实现。

因此，媒体应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肩负的社会责任，提高自身

的职业道德修养，实事求是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正确引导

社会舆论。 

再次要培养记者的科学素养，倡导新闻报道的科学精神。

新闻记者在日常工作中，涉及科技、卫生、教育等众多领域

的报道工作，要想向公众传达更多、更全面、更科学的信息，

就必须不断加强学习，具有更多的专业知识，具备一定的科

学素养。如果在进行专业领域报道时，记者既不去做资料搜

集等案头工作，又不去请教相关领域专家，在一知半解的情

况下，很容易对读者产生误导。因此，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

牢记使命，树立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多请教相关领域专家，

增强报道的科学性和权威性，确保报道出的内容客观真实。 

此外，要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过程中，使媒体舆论监

督作用发挥到最大化。新闻舆论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

重要内容。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维护和保障社会公众的

知情权、言论自由权、舆论行为权，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舆论监督也是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有效途径。社会公

众可以在重大决策制定前后或实施过程当中，对决策进行广

泛的评议和论证，为政府部门提供可靠的民意和社情参照，

从而，为各项政策的制定与完善贡献力量。这就要求新闻媒

体要搭建好大众知情权的信息平台。应充分发挥信息渠道丰

富、动作反映灵敏的优势，对社会环境信息实行及时采集，

随时发现和掌握各个方面有价值的信息，及时、客观、真实、

可靠地提供给广大群众，为他们参政议政、维护自身的合法

权益提供保证。无论何时，舆论监督只有把人民群众的需求

作为第一选择，充分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才会有强大的生

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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