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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他针对党内存在的少数报刊编辑人员同党闹独立的情况，发表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

物》一文，对党报及其工作人员为什么要坚持党性原则，和怎样坚持党性原则作了全面的论

述。其主要观点有以下一些：  

（1）党报党刊是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这个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2）党报党刊应是党的工作机构，应成为党组织的机关报，应当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  

（3）党组织要关心和重视党报工作，要加强对党报的领导和监督。 

（4）要清洗违背和破坏党性原则的成员，使党报党刊成为真正的党的事业。  

（5）只有真正按照党性原则工作的报刊才是真正的党的报刊。  

列宁强调要坚持党性原则，谴责一切违背和破坏党性原则的行为，但对于如何判定报刊及其工

作人员是否违反党性原则，对于如何区分某一观点是“党的观点”还是“反党的观点”又提出

了严格的政策界限，规定了明确的标准。他提出的三个标准，一是是否按照“党纲”要求，二

是是否符合“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三是是否遵循“党的全部工作经验”。这就避免了某些

人靠着自己在党内拥有的地位和权力任意给别人扣“反党”  

的帽子，造成组织处理上的错误。  

列宁在强调报刊的党性原则时，同时指出，这种站在党性立场的报刊也将是自由的报刊。因为

它用“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自己的队伍中

来”，因此“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

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

列宁把报刊的党性同为劳动人民服务结合起来，把党的报刊同时看作是人民的报刊。  

列宁关于报刊党性原则的思想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大发展。这些理论为后来各国无

产阶级政党报刊指出了坚持党性原则的方向和途径。  

3、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实质，从阶级分析入手，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自由观。  

列宁把出版自由看作是人类文明的成果，认为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可以利用。但同时

他又以阶级分析的眼光，提出谈论出版自由，要“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出版自由？为了什么？为

了哪一个阶级？”他指出，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是富人所拥有的收买报纸、收买作家和控制舆

论的自由，而只有无产阶级的新闻自由才是真正为劳动人民所拥有的自由。这些观点揭示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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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自由的阶级实质，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重要内容。  

4、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取得政权后，领导党和苏维埃报刊实现了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战略

转移，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宣传的原则和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终生都在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但在他们所生活的时期都未能看到

社会主义的建成。因而虽然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

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过许多预见性的精辟论述，但他们毕竟未能亲自参加建设社会主义

的实践，因而也就不可能对党的报刊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性质、任务和活动规律、工作原则作出

具体论述。这项任务历史地落在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列宁的

身上。列宁在领导党和苏维埃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及时指导党和苏维埃报刊胜利

地完成了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并对这一转变过程中报刊工作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了理论阐释。

这是列宁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列宁的经济宣传思想非常丰富。他提出：  

社会主义报刊要把生产宣传放在第一位；  

社会主义报刊要善于从政治上说明经济；  

社会主义经济宣传要有切实的内容，要杜绝空谈；  

社会主义报刊要善于运用实例和典型开展经济宣传；  

社会主义报刊要善于运用表扬和批评两种形式对群众进行经济教育；  

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善于运用报刊来指导经济工作，等等。  

为了保证经济宣传工作能落到实处，列宁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如，他要求《真理报》

和《消息报》带头扩大经济宣传栏，，少谈政治，多谈经济，并用自己的工作影响和带动其他

报刊加强经济宣传；他指示成立全国生产宣传领导委员会，加强对经济宣传工作的领导；他要

求报刊改进经济宣传方式，提高经济宣传效率；他建议吸收一些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经济宣传工

作等等。  

列宁的这一系列思想对于取得政权后的无产阶级政党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宣传工作具有重要指导

意义，成为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实践者、继承者，也是其丰富者、

创新者。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自己运用报刊指导战争、指导政权建设和指导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及改革开放事业，以及发动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等方面的经验，用以充实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并在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方面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为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树起了一座新的里程碑。  

中国共产党人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方面的贡献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的一系列新闻思想

中。毛泽东的新闻思想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新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赞同并阐述了他

们的一些理论观点，同时又根据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不同特点及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使命的

特殊要求，对党报的性质、任务、功能、工作原则等作了新的理论概括和阐释，从而深化和发

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新闻思想，使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实了新的

内容，显示出了新的生命力。  

毛泽东的新闻思想涉及方方面面，内容十分丰富，但其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具有深化、创新和

发展意义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强调新闻工作要坚持党性原则，提倡“要政治家办报”。  

 



毛泽东在吸纳列宁关于报刊党性原则思想的基础上，更多地是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从革命

事业发展的要求上来强调坚持党性原则的重要性。他要求党的报刊要“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

线和政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与中央保持一致，组织上则应服从党的纪律，不允许任何同党

闹独立的现象。为了保证党的报刊能够切实遵循党性原则，严守党的立场，毛泽东反复强调各

级党的组织要重视党报工作，要把党报工作纳入党委议事日程，要严格加强对党报的领导。  

对党报的党性原则作如此明确而又全面的阐述，特别是对如何在党报实际工作中坚持党性原则

提出了那么多具体而又有效的办法，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关于党性原则理论的

深化与发展。  

毛泽东关于″政治家办报″的思想其实也是其党性原则思想的重要内容。因为在毛泽东看来，

唯有政治家办报，才能站得高，看得远，立得稳，保证党的报刊真正坚持党的纲领、路线、方

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偏离方向。  

毛泽东著名的“新闻、旧闻、不闻”的观点，也同他的党性原则思想相联系。按他的思想，一

家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报刊，一个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新闻工作者，在新闻报道过程中应当做到该

抢则抢（新闻），该压则压（旧闻）。而那些发表后会引发不良社会后果，对党和人民不利的

内容就坚决不发（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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