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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新概念，组成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存的社会主

义文明的存在形式。理解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必要重温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

文中提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的论断，从源头上弄明白“政治文明”概念的出现

是顺应历史潮流，是时代的必然，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对“社会生

活”的认识不能停留在马克思发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那个时代，从当今时代来认识，

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就包括社会物质的生活、社会精神的生活和社会制度的生活。为什么说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呢？这是因为社会的全部生活与实践的物质、精神、制度的三

维空间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要求社会全部生活的存在需要具备条件，而社会物质

生活条件就是在人类探索和改造自然这一物质生产的实践中造就的，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是基

本的实践形式；社会精神生活条件就是由人类在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探索和改造精神世

界这一精神生产的实践中造就的，人类的精神生产活动也是人类基本的实践形式；社会制度这

个社会生活的中介条件就是人类在从事物质生产实践与精神生产实践的同时探索和改造人类社

会的规范体系这一制度生产的实践造就的，人类的制度生产活动同样是人类基本的实践的形

式。从本质上理解“社会生活”与实践的关系，就可以得出实践是物质、精神和制度的三维的

答案。 

  （二） 

  上述分析表明，实践的三维与社会生活三大基本形式，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

存在着一致性，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制度文明表现为政治文明。它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

起，构成人类文明的三大存在形态。鉴于我们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较熟悉，这里着重理解

“政治文明”，看看“政治文明”有哪些特性？这些特性跟舆论监督有什么关系？ 

  首先“政治文明”这一概念的出现，使我们对社会全部生活的认识更全面、更准确。舆论

监督不关注“政治文明”，不从制度方面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就无法做到准确地采编批评报

道。 

  以往我们比较多地选择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悖的负面题材，而对与政治文明相悖的负

面题材比较陌生，这方面的实践积累、理论积累、知识积累和思考积累都谈不上。近年来，我

有一种蒙目龙意识，想从完善机制方面考虑深化舆论监督。2002 年8月6日《南方日报》全新

改版的版面上有一篇引起读者关注的记者暗访广州地下沙河粉厂的批评报道，连同后续的报道

一起，提出了通过出台法规规范管理沙河粉生产和销售的建议。结果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广

州市就出台了专项法规，这说明仅仅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方面提出问题不够全面，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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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把政治文明兼顾起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其次，“政治文明”这一概念的出现，使我们拓宽思路，从社会制度生活的中介特性来认

识社会物质生活和社会精神生活。舆论监督不关注“政治文明”，不从制度方面发现问题和解

决问题，就不能起到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作用。 

  从促进完善管理体制方面采编批评报道，我们的记者和编辑近年来已有这方面的实践。例

如，2001 年5月14日《南方日报》B3版刊登的《意外伤害医药费谁付？》一文，就抓住现行医

疗管理体制的空白点，提出如何从管理体制上解决农村的医疗救助问题。如下一段采编对话可

以看出记者和编辑刻意寻找从管理体制方面解决难题的途径： 

  记者：多次现场采访，我常常目击如此现状：工厂主对打工者生活安全欠重视，打工者无

钱就医的痛苦及有关部门调解纠纷时的尴尬。因此我也作过思考：在明确的法律依据未出台之

前，能否从情、理、法三者之间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受伤害的打工者本人除了盼望雇主和

劳动部门帮助外，有没有想过投保商业保险呢？编辑：劳动者本人投保商业保险，这不失为一

条途径。但问题仍然存在，首先是经济问题。许多外来工找的是临时性质的工种，多数收入不

高。对人身安全的保险意识怕一时也跟不上。我们目前能做的大约是一种观念上的引导。另

外，据悉境外地区有意外伤亡权益会，这样的机构会为事主提供专业知识，甚至借贷服务等。 

  这篇报道刊登之后，党政机关、司法界以及众多记者来电来信，发表意见，参与讨论，共

同为解决管理体制方面问题献计献策。这篇报道所起到的作用是引导企业主、劳动管理部门、

卫生部门和劳动者等通过完善管理体制方式来解决存在的问题，以推动社会进步。 

  第三，“政治文明”这一概念的出现，使我们懂得从制度方面认识以及解决社会矛盾。舆

论监督不关注“政治文明”，不从制度方面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就不能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

系，就不能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 

  各级党政机关和新闻媒体都为化解社会矛盾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从制度方面提出

问题解决问题的，总的来说还不多，而脱离了“政治文明”的原则，寻隙达到个人目的的并不

罕见。2002 年2月18日《南方日报》B3版刊登的批评报道《斗气官司演变相煎悲剧》，从广东

省顺德市龙江镇两位宗族兄弟因小事反目成仇的新闻事件透视农村社会矛盾的成因，反映了农

村某些素质不高的人利用合法途径打斗气官司的真实情况。事情是这样的：为了维护自己的权

益，为了3．9平方米宅基地的归属，蔡宏生多年的宅基地只挖了一点土，就打开了官司，花了

十几万元巨款；另一方的蔡建帮称自己并未侵权，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不甘心建了多年的住

房被拆墙挖地基，在多次协商不成的情况下，不惜与蔡宏生对簿公堂，一审败二审再败申请再

审，蔡建帮请律师并上访有关部门，花费不下数万元，投入的时间、精力无法计算，另外还在

拘留所待了一周。后来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决一旦付诸执行，蔡建帮还得再付出9万多的拆

自家房屋的费用。这么一折腾，也得花十几万元，两家一合计，就是30万元的损失。这3．9平

方米地的争执引发双方俱损的斗气官司。这类事情在农村并非个别，当事人寻找司法途径的目

的不在于化解矛盾，而在于出气，可见他们缺少政治文明方面的素养。 

  我们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有原则的，这就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

帜，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服

务。任何脱离这些政治原则，断章取义地利用有关法规及其程序去谋取私利，都是我们坚持反

对的。 

  （三） 

  着眼政治文明建设做好舆论监督工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自觉接受法规的约

束。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童兵指出，先进的政治文明，首先指完善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其

次是与这一制度配套的政治运行机制和监督机制，再次是保障这一制度和这两种机制理性运行

的观念规范、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舆论监督与政治文明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他说，舆论监督

作为一种监督机制是政治文明有力的机制保证。在中国，舆论监督主要指公众传媒或新闻从业

人员通过新闻传媒对政府部门行政行为与公务员的个人品质所进行的监督与批评。从政治文明

高度来看舆论监督，从新闻采编人员自身来说，其重点就是加强制度建设，按照舆论监督的制

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要求去运作。这正是目前我国舆论监督工作的薄弱环节，把薄弱环节

抓上去，还得靠新闻采编人员做好自身工作。正如童兵教授说的：“新闻界自身在制度、规范

和程序上要总结经验，扬长避短，力求舆论监督的方向更为准确，力量更为适应，水平有新的

提高。” 

  加强制度建设，进行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在当前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乃至以后相当

长的时间里我国实践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我由此觉得从政治文明方面拓展舆论监督是大有可

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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