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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改革开放时期

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的改革与发展
文/郑保卫  叶 俊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

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

取得了巨大进步和成就。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

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使命和中心任务，结合新闻工作实际

需要，在总结自身经验教训和借鉴苏联以及西方国家新闻

管理实践和理论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用于领导和管理

新闻工作的新闻政策，并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适合

我国新闻工作实际需要的新闻政策体系。

自1978年到2012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进入开创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型和发展时期，党的新

闻政策在这一时期也随之进行了全面改革，取得了重大发

展。笔者对改革开放时期党的新闻政策的改革与发展进行

梳理，分析其时代背景，探寻其主要内容，总结其基本经

验，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获得更大发展。

一、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改革与

发展的时代背景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的一系列改革与发

展，与该时期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其中，拨乱反正与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解放，信息全球化浪潮

为我国对外开放融入世界提供了动力等，是中国共产党新

闻政策的改革与发展重要背景。

1．解放思想的客观要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的大讨论，开启了我国新时期解放思想的历史进

程，成为指导我国新闻事业以及新闻政策改革与发展的重

要推动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对

新闻政策改革与发展的推动主要体现在，通过解放思想恢

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摆脱了僵化保守和形式主义的思想

束缚，纠正了“重在宣传个人”的做法，维护新闻传播基

本规律等开始得到重视。

在纠正“重在宣传个人”的做法方面，先后出台了

《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1980

年）、《关于切实做好减少中央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

的意见》（1994年）等文件；在维护新闻传播基本规律方

面，先后出台了《关于新闻宣传要考虑内外影响注意社会

效果的通知》（1983年）、《关于当前报刊在法制宣传方

面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1985年）、《互联网站从

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2000年）等文件；在突

发事件报道方面，先后出台了《关于改进突发事件报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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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通知》（1989年），《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国内突

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的通知》（2003年）等文件。这些政

策基于解放思想的背景，也是解放思想的表现，为新闻事

业改革提供了新环境，从不同角度对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做

出了相关要求。

2．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十一届三中

全会做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

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逐步形成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

体制改革思路。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和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新闻工作重心的转移，促进

了新闻政策的不断调整与改革。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制定的

新闻政策注重对新闻媒体刊播广告工作的管理，以及理顺

新闻工作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推动新闻媒体市场

化改革等。

在推动新闻媒体刊播广告的管理方面，中共中央发布

了《关于加强广告宣传管理的通知》（1985年）、《关于

报社、期刊社、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

法》（1988年）、《关于严禁新闻出版单位所属记者站、

办事处经营广告业务的通知》（1989年）等一系列关于媒

体广告的管理政策，对媒体广告业务进行了规范管理。在

理顺新闻工作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方面，先后出台

《关于加强新闻队伍职业道德建设， 禁止“有偿新闻”

的通知》（1993年）、《关于坚持不懈地抓好新闻队伍职

业道德建设的通知》（1994年）等系列文件，强调新闻工

作者必须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不得盲目追求经济效益，

对新闻队伍职业道德建设提出严格要求。在推动新闻媒体

市场化改革方面，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管理进一步办好

报纸“周末版”的意见》（1994年）、《关于深化新闻出

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2002年）等文件，对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报纸“周末版”、集团化建设等做

出肯定与规范。解放思想背景下，随着一系列新闻政策的

出台，我国新型媒体在市场竞争中迅速成长起来。

3．信息全球化浪潮的必然要求。20世纪80—90年

代，国际局势发生深刻转变，经济全球化、网络信息化的

浪潮叠加对我国产生了深刻影响，也推动了我国新闻政策

的改革与发展。主要体现在加强对外宣传和国际传播、保

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加强网络信息工作管理等方面。

在加强对外宣传和国际传播方面，先后出台了《关

于利用国际互联网络开展对外新闻宣传暂行规定》（1997

年）、《关于加强国际互联网络新闻宣传工作的意见》

（1999年）、《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

（2008年）等文件，对加强互联网上的新闻宣传及对涉

外采访活动提出了相关规范和要求。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

安全方面，先后发布了《关于改进新闻报道若干问题的意

见》（1987年）、《关于建立新闻、出版三资企业审批程

序的通知》（1991年），强调要端正新闻舆论阵地的思想

政治方向。在加强网络信息工作管理方面，先后出台了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00年）、《信息网络传

播权保护条例》（2006年），对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

做出了规范，为信息网络传播权提供了保障。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时期，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

深刻变化，为顺应形势发展需要，我国新闻政策在此背景

下，为推进解放思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应信息

全球化浪潮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通过不断修订和完善，

服务于党和国家全面改革开放的总体目标。

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改革与

发展的主要内容

改革开放时期，针对新闻工作中出现的新形势新任务

新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新闻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

讲话，党和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新闻政策，为新闻工作规范

管理提供了思想引领和行动指南。这一时期的新闻政策内

容全面、覆盖广泛，涵盖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各类媒

体，包括新闻报道、广告经营、记者管理等各类业务。

1．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新闻政策的改革与发展。1978

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对我国现代化发展有着重要意

义，为后来我国新闻宣传的政策导向起到了引领作用。此

后，新闻媒体以其独有的方式参与改革，推动党和国家各

项事业发展。《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均表现出新

时期党媒宣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党的正确理论，积极拥

护改革，广泛宣传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自觉性与坚定性。

这一时期的重要指导思想是“思想中心论”的形成。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

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党的报刊要

旗帜鲜明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要“成为全国安定团

结的思想上的中心”，要将促进安定团结作为一项经常性

的基本任务。“思想中心论”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我

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背景下，针对党的报刊

工作提出的要求，对新闻宣传工作及此后新闻政策制定具

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这一时期，一系列具体的新闻政策相继出台。例如，

《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1981年）、

《关于新闻宣传要考虑内外影响注意社会效果的通知》

（1983年）、《关于市、县建立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暂行

规定》（1984年）、《关于报纸、书刊、电台、电视台经

营、刊播广告有关问题的通知》（1985年）、《关于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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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地做好报纸刊物整顿工作的通知》（1987年）、《关

于新闻报道工作的几项规定》（1988年）、《关于改进突

发事件报道工作的通知》（1989年）等政策。这些新闻政

策涉及报刊、广播电视以及新闻宣传、外宣工作、报刊经

营管理等各个方面内容，对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新闻事业的

规范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2．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党的新闻政策的改革与发

展。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成绩，全

国局势日益稳定，各项工作都有进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和困难。这就需要继续调整和完善新闻政策。

“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是这一时期新闻工作的重要指

导方针。1989年11月25日，李瑞环在题为《坚持正面宣传

为主的方针》的讲话中指出，从新闻工作的一般意义、实

际情况和工作大局来讲，“关键的问题是新闻报道必须坚

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这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必须遵

循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指导方针。”从此以后，以正面宣传

为主成为我国新闻舆论工作的一项基本方针，对党的新闻

舆论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对相关新闻政策的制定起到了

引领作用。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是这一时期新闻工作的重要指

导思想。1996年9月26日，江泽民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提

出了“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

是党和人民之祸”的重要论断；1997年9月12日，“把握

正确的舆论导向”正式写入十五大报告。“祸福论”赋予

了舆论导向重要地位，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从此成为党和政

府制定一系列新闻政策的基础性理论依据。

这一时期，中央发布了一系列具体的新闻政策，使新

闻事业能够实现更加有效的规范化管理。这一时期的新闻

政策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前期的新闻政策以职业规范职

业道德为主。例如，《内部报刊管理原则》（1990年）、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1991年）、《关于加

强新闻队伍职业道德建设，禁止“有偿新闻”的通知》

（1993年）、《关于坚持不懈地抓好新闻队伍职业道德建

设的通知》（1994年）等，对新闻队伍职业道德建设提

出严格要求。二是后期的新闻政策开始偏向互联网新闻政

策。例如，《关于利用国际互联网络开展对外新闻宣传暂

行规定》（1997年）、《关于加强国际互联网络新闻宣传

工作的意见》（1999年）、《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

管理暂行规定》（2000年）等。这些新闻政策对规范新闻

工作、推动新闻职业道德建设、促进我国互联网发展与繁

荣起到重要的奠基作用。

3．中共十六大后党的新闻政策的改革与发展。党的

十六大以后，我国取得世界瞩目的发展成就，综合国力不

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

区，社会转型速度加快，各类社会矛盾增多。党中央据此

做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战略部署，并把提高舆论

引导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理念在新闻宣传领域的具体

体现。在200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提出：

“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

本。”同年，中央在研究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

道时提出，新闻单位要“努力使新闻报道贴近实际、贴近

群众、贴近生活，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此后，“三贴近”成为新闻

宣传工作的重要指引，也成为党和政府制定新闻政策的思

想引领和重要依据。

舆论引导能力建设是这一时期新闻工作指导思想的

主线。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舆论引导工作日益重要，成为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六大以后，党中央

先后发布了“三个意见”，对信息公开等工作做了制度

化安排，对新闻媒体阐明了业务规范。一是改进会议和

领导同志报道。针对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形式主

义严重等问题，2003年4月，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改

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对改进会议和

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做出了具体规定。二是重大突发事

件报道。针对群众议论颇多、媒体感到困扰的重大突发事

件报道问题，2003年8月，中央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

步改进和加强国内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的意见》，以满

足人民群众知情需要为依据对解决该难题做了原则规定，

强调新闻媒体对国内突发事件要做出及时、充分、负责的

报道。三是舆论监督。针对群众对新闻舆论监督问题的意

见，2005年3月，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成为党加强舆论监督工作第

一个专门性的重要指导文件，为推进新闻舆论监督工作改

革提供了政策保障，为正确开展舆论监督制定了行为规

范。2008年，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要求新闻

单位“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并对舆论引

导能力建设提出了系列要求。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新闻政

策的制定有着较为明确的方向和路径。

实行政府信息公开是这一时期新闻政策的一个重要突

破。经历“非典”之后，2003年5月出台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条例》和2007年1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突发事件信息公开做出规范，确

立了“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基本原则。后者是

我国第一部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全国性法律条文，标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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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初步建立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

制度建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三、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改革与

发展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时期我国新闻政策改革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

们，新闻事业在任何时期都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坚持党管媒体。同时，新

闻事业必须尊重本国新闻制度的特殊性，推进新闻媒体的

市场化改革，审时度势，顺应世界发展趋势。在新时代背

景下，我们需要充分发挥这些经验的作用，进一步推进当

下新闻政策的改革、完善和发展。

1．坚持以遵循新闻传播客观规律为基础调整改革新

闻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的改革与发

展始终重视新闻传播规律，坚持以新闻传播规律为基础来

调整改革新闻政策，新闻界也逐渐对新闻传播规律有了更

深刻的理解，一些新闻报道规律在实践中重新受到重视，

新闻政策的改革与发展收到一定效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制度的确立和传媒业的市场化改革，媒体上开始出现

虚假报道和低俗之风，一些媒体的广告节目和娱乐节目陷

入过分追求经济效益的误区，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1978

年到2012年，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党的领导人始终

强调新闻工作要遵循新闻传播客观规律，并以此为基础对

新闻政策做出调整，成为改革开放时期新闻政策改革的主要

特点之一，也是新闻事业成熟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2．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调整改革新闻政策。在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国家，特

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确立全党的工作

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并成为指导改革开放

时期的重要战略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宏观政策为新

闻事业的中心工作指明了方向，为确定新闻政策提供了重

要依据。综观改革开放时期的新闻政策，始终强调新闻工

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也成为改革开放时期新闻政策

发展的基本特点之一。正是因为新闻事业始终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新闻政策改革把服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视为

重要任务，新闻政策才有了科学的改革与快速的发展，并

为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了舆论基础。

3．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原则调整改革新闻政策。

党的新闻事业的根本性质是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是党和国家重要的舆论阵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

就新闻事业发展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制定了一系列新

闻政策，反复强调新闻事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并将其作

为一项根本原则。这些经验表明，党的新闻事业必须坚持

党的领导，新闻工作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和党管媒体原则。

新闻工作如果脱离党的领导就会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同

时也表明党的领导是新闻政策改革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因此，在新闻事业发展进程中，需要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

领导，而党的新闻政策的改革与发展也须始终以维护和确

保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为基本原则。

4．新闻政策改革要顺应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趋势。

改革开放时期新闻政策的改革与发展成果显著，奠定了当

前我国新闻事业的基本政策格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顺

应了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趋势，不断根据国际环境、媒

介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变化，调整和改革新闻政策。这一经

验也启示我们，新闻政策改革与发展要致力于提高全球化

信息化背景下我国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进

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充分注意市场要素，通过市场

化来提升传媒行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和竞争力；要与时俱

进，紧跟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步伐，不断改革、完善与发展

新闻政策，发挥新闻政策对新闻事业的规范和推动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确立了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

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改革与发展取得了重要的历史性成

绩，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快速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很多新闻政策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今世界正经

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闻舆论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需要我们更好地去总结改革开放时期新闻政策改革与发

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

业提供智慧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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