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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功能模式探析

——透视“焦点访谈” 

作者： 苏保忠  

关键词： 舆论监督 功能模式 焦点访谈┊阅读：421次┊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对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的内容分析，从政府工作、法制建设、反腐败以及价值取向四个角

度对舆论监督的功能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进而论述了舆论监督对民主政治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舆论监督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新闻传媒发展舆论监督的作用是加速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

重要原则，舆论监督已经成为我国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和分析新闻媒体的监督功能模式，对

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笔者查阅了大量有关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

栏目的资料，并从其在1994年4月1月至1998年12月31日期间播出的1700余期节目中根据其代表性和轰动效应挑选了近600

期节目进行了深入调查，进而对其监督功能模式从法制建设、政府工作、反腐败和价值取向四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和分

析。 

一、维护人民权益功能模式 

维护人民权益功能模式是舆论监督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功能模式之一，它主要通过对政府工作的监督来维护人民群众

的权益。 

(一)从总体情况看，在挑选的584期节目内容中，共涉及行政、法制、经济、文化、百姓、农村、改革和回声等八个方

面。其中，有关政府工作的节目数量为126期，占调查总数21.58%。它表明：监督政府工作已经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一项

重要内容。作为人民根本利益代表的我国政府，其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根本任务是通过组织、管理国家和社

会事务来执行并实现人民的意志。因此，政府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否得到实现，人民群众的意

志能否得到切实执行。因此，政府工作自然也就成了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新闻媒体正是通过对政府工作的

重点监督来保证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志得以维护和实现的。 

(二)从“焦点访谈”对政府工作监督的内容看，主要集中在行政管理、行政工作作风和人事行政三个方面：(1)行政管理

方面的节目数量为100期，占行政层面节目数量比例最大，为79.37%，主要是对包括违法行政、决策失误、行政越权、行

政失职等行政行为的监督。(2)行政工作作风方面的节目数量为18期，主要是对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欺上瞒下、官气十

足、专横跋扈、打击报复、贪赃枉法等官僚主义作风的监督。1998年11月12日该栏目播出的“粮食满仓的真相”［１］

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3)人事行政方面的节目数量为8期，主要是对包括任人唯亲、压制民主、行贿受贿等庸俗人事

行政行为的监督和对行政机构改革、行政机关人员分流及公务员队伍建设的关注。以上三点显示出，新闻媒体对政府工

作的监督已经由过去只对政府工作作风进行监督变成包括对政府的重大决策的全面监督，这不仅是我国新闻媒介对政府

工作进行监督的重要进步，同时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参与意识有了明显增强的反映。   

1994－1998年对政府工作监督内容分类表 单位：期 

1994－1998年价值取向节目内容构成表 单位：期  

2005-11-28

时间/类别 立法 法制宣传 法律实施 年度类别（％） 

1994年 1 3 23 17.09

1995年 3 12 14 18.35

1996年 2 3 7 7.59

1997年 7 8 19 21.52

1998年 6 8 42 29.11

合计 19 34 105 100

时间/类别 极端个人主义 社会主义价值观 年度类别（％） 

1994年 8 1 12.86

1995年 9 2 15.71

1996年 3 13 2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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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对政府工作监督次数变化走势图(见右图)可以看出，从1994年4月1日至1998年12月31日期间，在“焦点访谈”栏

目中播出的有关政府工作的节目稳中有升。特别是从1997年至1998年，有关政府工作的节目数量骤增。它一方面表明，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民群众保护自己合法权利的意识逐渐增强，参政议政的愿望逐渐加大，对建立一个能适合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需求的政府的要求也愈来愈高。另一方面也表明党和政府要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和人民监督的作用，

加快廉洁、效能政府建设的步伐，进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决心进一步增强。  

 

二、提供制度保障功能模式 

提供制度保障功能模式是舆论监督对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功能模式之一，它是通过对法制建设的监督来为民主政治发展

提高制度保障。 

(一)反映法制方面的节目共有158期。它不仅占挑选节目的比例最大，为27 05%，而且还呈上升趋势(除1996年偏低

外)。这反映出法制建设对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党和政府以及广

大人民群众已经意识到，人治相对于法制来说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落后，民主沿着法制的轨道前进则民主存，反之则亡。

所以，作为为民主政治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的法制建设能否健康发展，就必然成为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二)

从法制层面的节目内容看，主要涉及对立法的监督、法律法规的宣传以及对法律实施的监督。三者的节目期数分别为

19、34、105，占法制层面节目的比例分别为12.03%、21.52%、66.45%。它表明：(1)在立法上，虽然改革开放20年来我

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它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

主要表现在许多立法上(特别是经济立法上)不能与日益深化的改革同步。为此，国家立法机关必须加快立法步伐，提高

立法质量，以保障人民群众能够依法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2)在法律宣传上，众所周知，法律意识是一切法制活动的基

矗因此，要实现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向公民宣传法律、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是必要前提。公民只有知法，才能守法、

用法，才能依法享有自己的权利和履行自己的义务。“焦点访谈”正是以其独特的方式把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抽象

灌输变成了对公民以生动活泼的宣传教育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其效果可见一斑。(3)在法律实施上，如果说立法工作是依

法治国的首要前提，那么法律能否得到有效实施就是依法治国成败的关键。从法律实施层面节目所占法制层面节目的比

例可以看出，我国目前法制建设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还不是无法可依的问题，而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的问

题。如果对这些问题听之任之，不仅不符合我国法制建设的要求，而且还会影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健康发展。因为这

绝不只是一个司法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权生死存亡的根本政治问题。“焦点访谈”正是通过对各种违法、枉

法、压法等不法行为的及时“曝光”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公正，进而为我国民主政治发展提供制度保障。1997年2月14日

该栏目播出的“判决之后”［２］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三、“阳光”功能模式 

“阳光”功能模式是舆论监督对民主政治发展的独特功能模式之一，它的公开性和透明性犹如杀灭毒菌之阳光令腐败现

象和各种不正之风无处藏身，从而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净化了环境。 

(一)在调查的584期节目中，对腐败现象监督的节目数量为77期，占调查总期数的比例为13.18%。尽管其所占比例不大，

但从其节目次数变化走势图(见右图)上可以得知，其增长速度是十分迅速的，它一方面表明，人民群众对为个人利益而

侵犯公共利益的腐败现象是深恶痛绝的，特别是那些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和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直接影响并威胁着人

民群众对国家政权的认同；另一方面也显示，我们党和政府对反腐败工作是历来重视的，而且打击力度越来越大，特别

1997年 3 10 18.57

1998年 21 3 34.29

合计 44 26 100



是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过程中，党和政府已经把反腐败工作作为新时期民主政治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且坚持运用

舆论监督的力量来保证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健康发展。  

(二)从反腐败节目的内容看，主要涉及司法腐败、行政腐败、教育腐败和村民委员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中的腐败等四个

方面。笔者的统计结果显示，这些腐败现象在“焦点访谈”中被曝光的次数分别为54、11、1、11。这表明在我国，反腐

败工作不仅已经全面展开，而且还在向纵深发展。阳光下鲜有罪恶，“焦点访谈”正是以其透明性、迅捷性、连续性、

广泛性的手法让腐败现象无处藏身。对于反腐败犹如杀灭毒菌之阳光的舆论监督在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中已经起到了其他

手段无法替代的作用。1998年2月13日该栏目播出的“法官枉法，终落法网”［３］节目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四、导向功能模式 

导向功能模式是舆论监督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功能模式之一，它通过对社会价值取向的引导和监督来为民主政治的发

展把握方向。 

(一)从调查的总体情况看，有关价值取向的节目共有68期，占调查总数的11.64%。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

1998年在“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有关价值取向的节目期数依次为9、11、14、13、21。它显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完善过程中，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元化价值取向(即：公共利益高于一切)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一些干部

(有些甚至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人生观、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偏差，党风和社会风气已经受到很大影响。由极端个人主

义的价值取向而产生的许多诸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问题，已经成为新闻媒体和广大人民群众愈来愈关注的焦点。  

1994－1998年价值取向节目内容构成表 单位：期  

(二)从对价值取向监督内容分类构成表可知，有关价值取向的节目内容共有70期。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监督

并揭露极端个人主义的危害。此类节目数量共有44期，主要是对贪污腐化、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等个人至上价值取向的

揭露和抨击；另一方面是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此类节目有26期，主要是通过对先进典型的宣传和报道，让广大人民

群众对这些先进的人、高尚的事以及科学的工作方法等典型事例公开发表评论，畅谈自己的看法和感受。这种既紧扣时

代主题又贴近人民群众生活的正面宣传生动活泼，言之有物，使人民群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好地得到了升

华。1998年5月7日该栏目播出的“丰碑永存”［４］节目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由此可见，“作为人们在处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关系时应遵循的一种思想准则的价值取向，对于政治社会化的内容和

程度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焦点访谈“通过对极端个人主义危害的揭露和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弘扬，监督和引导亿

万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不仅有利于政治社会化，而且也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 

结论 

由以上分析可知，舆论监督是一种运用新闻媒体干预社会的政治现象，它对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首先，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途径。人民当家作主是我国的一项根本政治制度。江泽民同志在阐述舆

时间/类别 极端个人主义 社会主义价值观 年度类别（％） 

1994年 8 1 12.86

1995年 9 2 15.71

1996年 3 13 22.86

1997年 3 10 18.57

1998年 21 3 34.29

合计 44 26 100



论监督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时明确指出：“我国宪法规定，言论、出版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基

本权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依法运用新闻工具充分发表意见、表达自己的意志的权利和自由，享有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实

行舆论监督的权利和自由。”通过舆论工具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监督，透明性高，参与感强，不仅有利于实现决策的

科学化和民主化，而且还易于调动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从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得到更好地实现。其次，舆论

监督是反腐败和纠正各种不正之风的强有力武器。舆论监督的公开性、透明性、迅捷性、连续性及其广泛性具有很大的

威慑力，它不仅能使腐败现象无处藏身，而且还具有监督一个人、影响一批人，监督局部、影响全局的功能。可以说，

舆论监督在整个权力监督机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其他手段无法替代的作用。 

最后，舆论监督还是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全面实现的重要手段。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包括民主和集中两个方

面的含义。众所周知，“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人民的民主权利得不到实现，也不能算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但是

如果只求民主而不要集中，我们的国家就会一盘散沙，社会秩序就会混乱。因此，在实行民主的同时，“我们的国家还

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国家政权在接受人民监督的过程中，还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自上而下地监督国家的

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执行情况。舆论监督不仅可以揭露和纠正各种不法行为，而且还可以弘扬社会主义的人生观、价值

观，凝聚亿万群众的巨大创造力，从而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康发展。 

作者：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 

注释 

［１］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峨岭粮站违反国家粮改政策，不但不敞开收购农民余粮，而且还压级压价，代扣代缴，致使

大量农民把余粮出售给个体粮贩，其国家订购粮任务仅完成了50%。1998年5月，南陵县政府，县粮食局为应付前来视察

粮食工作的朱 基总理，从别处调运大批粮食到该县峨岭粮站，以制造粮食“满仓真象”欺骗总理。此举在当地群众中

造成恶劣影响。 

［2］1994年，福建省福州市鼓山镇政府违法行政，干涉该镇公民余必志建房。法院在受理余必志的诉讼请求后，先后两

次判决鼓山镇政府败诉，并责令该镇政府为余必志办理施工手续并允许其施工，但该镇政府对判决置若罔闻，拒不执

行。在经过2次司法调解、4次党政协调后仍不执行判决。该镇政府藐视法律之举，令人震惊。 

［3］山西省运城地区河津市人民法院经济厅原副庭长杜国太，贪赃枉法，收受贿赂。检察院在受害方申诉后立即查清了

事实，逮捕了杜国太并准备对其提起公诉。 

［4］在江泽民同志题词“向孔繁森同志学习”第三个年头之际，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召开了“学习孔繁森座谈会”，学

习和总结经验。江泽民同志提出“向孔繁森同志学习”的号召后，全党全国掀起了学习高潮，并涌现出一批孔繁森式的

人物。他们是：为民打井送水的英雄团长李国安、为民默默奉献的基层干部吴金英为民排忧解难的信访干部吴天祥等。

这表明在干部队伍中，孔繁森是代表，孔繁森式的好干部还有一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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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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