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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通过上下共同努力和报刊社内外监管力度的加大，全国报刊审读工作较好地把握住

了正确的舆论导向，营造出了昂扬向上的舆论氛围，但我们也不得不看到，报刊审读工作还存

在着以下几方面不足。   

  一是经费不足。为了开展好审读工作，各级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大都通过报刊年检等时机，

从报刊社收取一定的年检费。年检费除了用于公告外，余下了才作审读经费。审读经费很难得

到保证，无奈之下，有的部门只好通过期刊协会、报业协会收取一定的会费用于审读工作。 

  

  二是审读队伍大小不一致。大多数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根据本管辖区的报刊（含报型刊型内

部资料）数量、审读经费状况等加以确定报刊审读队伍大小，但由于没有一个统一标准，有的

部门只象征性找一两个，有的部门干脆让报刊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兼任。   

  三是报刊存在多头管理，审读职责不够明晰。目前，报刊管理存在２条主线４个层面。二

条主线为：一条是党委序列，从中宣部到省、市、县（市区）等４级宣传部门。第二条是政府

系列，从新闻出版总署到省、市、县（市区）等四级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这２条主线（含２条

支线）４个层面，时有交叉，时有重叠，这种交叉重叠好处是能够相互弥补、相互提醒，但也

造成一定人力物力浪费，同时由于职责不清、分工不明，有时审读工作也偶尔出现谁都管谁都

不管的现象。 

  四是随着我国加入ＷＴＯ，报刊业发展步伐会越来越快，其数量将会日趋增多，而相对应

是随着国家机构精减、人员减少，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人员不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五是当天出的报刊不能当天到达审读员手中（特别是外地报刊），这样出现问题与发现问

题就有一个时间差。   

  除了以上所列种种不足外，作为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在报刊审读工作标准把握上处于两难境

界：审读严了，有的报刊就会说管理部门不能与时俱进，捆住了手脚，审读松了，各级党委政

府不愿意。对此，我以为当务之急是中宣部会同新闻出版总署给报刊审读工作定好位、定准

位，通俗地讲就是尽快建立报刊审读工作分工负责制。笔者认为，是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给

报刊审读工作定好位。   

  定位一：对于报刊审读经费问题，“意见”和“细则”中应明确哪一级主管主办的报刊将

多少审读费上缴到哪一级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免得有些部门借机收费，又免了报刊社重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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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从而减轻报刊社经济负担。同时，建立审读专项经费（从财政中列支），免得有关部门每

年为报刊审读经费费尽心思。   

  定位二：对于各级审读队伍规模应当给予指导性意见，确定最低审读队伍人数，上不封

顶，如省级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应设多少审读员（专职、兼职各多少人）、地级市新闻出版管理

部门等多少人（专职、兼职各多少人），以此类推。   

  定位三：明确各级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负责哪些报刊的审读工作。现在有的省级新闻出版管

理部门自己确定负责全省省级、地级市党报和省直报刊的审读工作，地级市新闻出版管理部门

负责本市报刊的审读工作。这些都是地方性规定，需要新闻出版总署通过加以确定。同级党委

宣传部和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如何做到既分工明确又互相协调，是否可成立一个党报联合审读小

组。   

  定位四：科技期刊的审读工作。现在科技期刊日常变更、增刊等都由期刊主管部门直接报

省科技厅，既不经过地级市科技管理部门也不经过当地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但每年年检都要经

过当地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审核，这样造成工作前后左右不够衔接。自然科技期刊的审读工作，

省、市级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如何与省科技厅协调审读工作，这都需要加以确定。   

  定位五：明确报刊主管主办单位、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各自审读职责。笔者认为，报刊审读

按出版时间分可划分为出版前后两种审读，其中以出版前审读最为关键。出版前审读一般由编

辑、编辑部主任、总（主）编三层进行把关，有的报刊社还请专家进行审读。报刊出版前审读

应当也必须是报刊社内部；出版后最重要的审读是报刊主管主办单位，其次是各级新闻出版管

理部门。   

  报刊社内部审读目的就是将差错消灭在出版之前，杜绝重大政治事故，尽量减少一般性差

错。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审读是掌握报刊发展动态，是对全局的一种总体评价：一是对于报刊

社正确把握舆论导向，积极营造昂扬向上舆论氛围的好的做法、成功的经验加以推广；二是发

现倾向性问题及时打招呼，给予制止，对于重大政治事故要视情况给予下达警告通知书、停刊

整顿，直至吊销刊号。   

  面对日日多达四五十个版的“厚报”，“周刊”、“旬刊”林立，恐怕报刊出版后最权

威、最快捷、最全面的审读要靠读者。目前有关部门应该将报刊审读的一些规定（除保密外）

通过新闻媒体告诉广大读者，让读者人人都成为审读员。同时，公布举报电话和举报地址，设

立举报奖励制度。同时在媒体上说明，发现什么样的问题应该举报到什么地方。举报电话、举

报地址公布后，应设立回复制度。现在读者举报参与意识不强，原因在于许多有举报但没有回

音，久而久之，读者举报的积极性就弱了下来。   

  综上所述，只要新闻出版总署把报刊审读工作定好位、定准位，各级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以

及报刊社主管主办单位、报刊社内部按位行使自己的职权，不越位，不缺位，报刊审读工作定

会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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