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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党的新闻工作肩负的神圣而光荣的使命。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应用辩证思维，正确

认识和处理引导舆论中的一些矛盾关系，避免片面性和绝对化，提高引导舆论的总体水平，使

新闻媒介在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新闻界面临的一个

重要课题。新闻事件、社会舆论是客体，新闻媒介、新闻传播是主体。引导舆论，是在新闻传

播主体正确反映社会客体的矛盾运动中实现的。所谓新闻舆论的有效引导，就是新闻舆论传播

后在社会实践中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的程度，它主要体现在对受众影响力的广度与深度。要增

强新闻舆论引导的有效性，实施新闻舆论的有效引导，应正确认识和处理引导过程中以下一些

辩证关系。 

  引导舆论与遵循新闻规律的关系 

  要实现新闻舆论的有效引导，必须在新闻传播活动中遵循新闻规律。新闻是对客观事物的

报道，报道是人的主观反映客观的实践活动。新闻报道的基本规律和特征，就是用真实、客

观、新鲜、有价值的事实来说话，通过对事实的报道和评价来体现传播主体的意愿与价值趋

向。这就要求新闻宣传一不能讲空话而要讲事实，因为事实最富有生命力和说服力；二要讲新

鲜的事实，不能讲老的、陈旧的东西，它奉献给受众的，是一束束朝露欲滴的鲜花，而不是凋

零的“明日黄花”；三要讲有价值的事实，新闻机构报道的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琐事，而是

有重要价值的大事、要事，要选择能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的事物加以报

道。新闻报道一定要实事求是，讲真话，报实情，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 

  舆论导向与新闻规律是互相依存的统一体。正确的舆论导向，必须建立在尊重客观实际、

讲事实、讲真话的基础上；而作为舆论工具的新闻媒介，自然脱离不了政治，要选择蕴含正确

导向、体现传播主体思想倾向的事实来说话，新闻报道要力求揭示事物的本质事实。任何把两

者割裂或对立起来的说法都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认为，强调导向有悖于新闻规律，新闻只是

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如果都要用导向来衡量，新闻报道的内容与范围就要受到限制。西方媒体

不强调导向问题，只突出传媒是公共工具，不照样办得很好吗？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诚

然，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但如何认识、把握这些新近发生的事实？从什么角度判断

这些事实？对这些事实如何加以报道？报道的方向、重点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主要取决

于报道主体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取决于报道主体应用的思维方法和遵循的行为准则。所以，我

们强调新闻要尊重新闻规律，并不是否定新闻的正确导向。唯有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

论去观察、报道新闻事件，才能揭示新闻事实本身及其蕴含的意义与联系，实现舆论导向与遵

循新闻规律的统一。至于说到西方媒体只强调自己是传播信息的公共工具，没有引导舆论的功

能，这只是他们的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实际上，世界上任何一种媒体都具有引导舆论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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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的客观性与倾向性的关系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新闻报道的事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客观存在。人

类社会与自然界生生不息产生的各种客观事物是新闻报道的内容，是新闻报道取之不尽之

“源”。这样，新闻报道就具备了客观性。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坦

荡地面对现实，不回避事实，运用新闻武器把事实的真相告诉受众，为人们正确认识世界，进

而改造世界提供认知工具。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不仅要求新闻的内容要客观，对客观事物的报

道要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且要求新闻报道的表达形式也要客观，力戒主观臆断。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也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新闻一方面是客观事实的报道，但又是

报道者主体反映客体活动的产物。新闻作为一种观念形态，不能超越报道者的主观意识而独立

存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同的社会存在，注定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也不相同。作为

社会的人，报道者不可能是非不分、感情冷漠、不偏不倚地面对自己的报道对象。新闻事实一

旦融入报道者的笔端，就会表现出是与非、善与恶、爱与憎。新闻媒体刊发新闻报道，就会体

现出媒体的立场与观点，反映对客观事物是肯定还是否定、是歌颂还是鞭挞、是赞成还是反

对、是推崇还是贬损。总之，在报道客观事实时，不同的传播主体会对报道客体产生不同的认

识与评价，这就是新闻的倾向性。当然，这种倾向性不能离开新闻事实而独立存在，它往往渗

透在新闻事实之中。尽管这种倾向性在不同的新闻中有不同的表现，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

但它贯穿于传播主体对客观事物的报道过程中。 

  新闻媒体要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就要善于把社会上不同层面的舆论引导到正确的轨道。

新闻的正确导向，集中体现在新闻的倾向性上。因为新闻的倾向性，凝炼了新闻的阶级性、政

治性、思想性、指导性等各种要素。 

  新闻媒介要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就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而新闻的倾向性就是媒体能

动性的集中体现。这种能动性与倾向性，首先反映在对新闻事实、社会舆论的选择上。由于社

会上存在不同的阶层、不同的集团、不同的利益群体，因此，社会舆论往往呈现出多元化、多

层次形态。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

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反映不同所有制关系、不同利益主体的思想意识必然会滋生发展。在

不同所有制和分配方式基础上会出现不同的观念形态，这是无法避免的现象。面对复杂多变的

舆论和意识形态环境，新闻媒体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就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

导，冷静、正确地分析各种舆论，从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出发，去把握反映什么、提倡什么、

反对什么、强化什么、淡化什么，对不同层次的舆论，要有所选择，有所鉴别。这种媒体的能

动性与新闻的倾向性本身，就体现了对社会舆论的引导。 

  新闻媒介要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还必须把握好新闻的客观性与倾向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度，超越了度，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新闻的客观性与倾向性也是如

此。既要防止出现“过”，又要防止“不及”。在新闻客观性上出现的“过”，就是客观主义

的“有闻必录”。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要求我们的新闻报道不仅要忠实地反映客观实际，而且

要力求揭示事物的内在联系，使人们获得通观全局和预见事物发展的能力。只有从本质上、总

体上和事物发展趋势上把握事物的真实，才是真正的客观和公正。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报道

不仅是反映现实的“平面镜”，而且是见微知著、洞幽察微的“显微镜”，也是高瞻远瞩、能

洞察事物发展趋向的“望远镜”。 

  新闻倾向性上表现出的“过”，就是导向的主观意愿与新闻事实客观性之间的关系把握不

当，没有把新闻的倾向性建立在事实的客观性的基础之上，超越或脱离新闻事实本身的内涵而

随心所欲地表现。如果把导向的主观要求与新闻事实的客观性对立起来，甚至为了强化导向而

对事实添油加醋，恣意拔高，甚至把事实作为“面团”任意揉捏，那就适得其反。还如，有一

种线性单一因果律的报道模式，摒弃或忽视事物因果链前后左右的关连，片面强调事物产生多

因素中的一个因素，而忽视了事物发展的客观环境和其中一些主要因素。这种报道模式，扭曲

 



了报道主体的能动性，为了某种动机与需要，有意识强化一些方面，淡化一些方面，隐去缺憾

一面，过分渲染优良一面。如宣传“承包制”就是“一包就灵”，宣传“股份制”就是“一股

就灵”，宣传“厂长负责制”就是“一人救活一个厂”。这种报道会对实际工作造成危害。 

  公众舆论与新闻舆论的关系 

  公众舆论，是公众对社会生活和社会事件公开表露的认识和意见，是群众心态和情绪的晴

雨表。新闻传媒要有效地引导舆论，就要了解群众的心态，体察民情民意，以群众情绪为第一

信号，了解人们在想什么，说什么，关注什么，找出其心理特征和需求。真实地反映舆情，正

确地表达公众舆论，是实施有效引导的前提。当然，媒体反映舆论不是被动的、消极的，而是

通过反映来体现传播主体的意图与观点，反映公众舆论本身就包含了影响舆论的要求，是媒体

积极地、有目的地去影响、引导舆论。如果新闻媒体与公众舆论是“两张皮”，群众关注的一

些热点、难点问题，媒体“王顾左右而言他”，有意回避，不主动触及，就难以影响、引导社

会舆论，就会大大削弱新闻引导舆论的作用。新闻媒体要有效地影响舆论，就要正确地反映舆

论，在反映中达到引导的目的。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就是反映舆论与引导舆论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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