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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媒介的监督组织 

我国大陆对新闻媒介的监督，从政党的角度而言，有政党的专门部门监督；从行政而言，有政

府监督，这类监督可谓行业外监督或者说管理监督。在行业类自我监督组织也是存在的，如行

业协会、学会亦有行业类自我监督的义务与功能。除党政相关部门和业内两会组织之外，中国

也有大学、研究机构和媒体、行业协会、学会办的专业刊物，在行使着内外监察与督导传媒的

社会监督职责。近年来，随着对新闻舆论监督研究的逐步深入，对媒体监督组织及机制的研究

亦成了近年的热门话题。从研究取向来看，主要是集中在行业自律方面。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

教授就倡导“由记协来办” 新闻评议会。2006年4月13北京网络新闻信息评议会宣告成立，评

议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高校专家学者，企业、新闻出版界的网民代表和16家网站代表共51人

组成。评议会将设立由社会各界人士“150人组成”的评议成员库。在北京，还有一种“新闻

评议会”，它对于新闻媒体更具规范作用。1994 年北京市政协就成立了新闻舆论导向与舆论

监督评议组。这个评议组作用除了可以召开新闻评议会，对媒体的新闻舆论导向与舆论监督进

行评议之外，还有视察、发现、纠正新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帮助新闻媒体提高质量的功能。 

监督组织的机制分析 

我国大陆新闻媒体都不是私产，并不掌握在企业法人财团手中。政府相关部门除了对媒体有依

法进行业务规管的责任之外，还有对媒体国有资产进行管理的行政督察职责。党的相关部门则

承担了政治领导与思想引领的责任。所以，不存在前面所说的与政府完全没有经济关系，与执

政党没有直接政治联系的所谓“民众代言人”。一段时间，在大陆曾经有过关于新闻的党性与

人民性的讨论，最后统一于“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整体”论。共产党是执政党，因此，新闻

媒体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上，自然也就是人民立场的体现。这样的关系也就决定了我们的媒体

决不是独立于政府，甚至可以与党和政府分庭抗礼的“第四种权力”。正是这种关系也就决定

了党政相关部门对新闻媒体的监督有一种上对下的紧密的行政组织监管关系，而不只是依法管

理关系。在这种关系上党政部门对新闻媒体的监督是细致而周到的，监察机制的运作也是很有

效率的。因此，在舆论导向上，新闻媒介的作为总是与党和政府期望的方向一致。 

新闻传媒的行业协会都具有半行政的性质，学会亦是挂靠新闻传媒实体，二者在经济上都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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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传媒。存在的主要意义就是为新闻传媒服务，组织业务培训、信息交流、学术研讨活动。操

守教育与行业自律是其工作的一部分，重在宣教。因此，这类行业协会和学会，对于传媒的舆

论监督并不特别重视，特别是协会，作为准官办组织，行业利益的维护者，主要考虑的是如何

获得党和政府更多的支持，为行业谋取更多的利益，如果这类组织把监察传媒对政府机关和公

务员的舆论监督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无疑地就把自己放在了十分尴尬的地位。 

作为媒介监督的另一种力量，大学及研究机构所办的专业刊物主办者都是事业单位，刊物是党

和政府管理的出版事业。这类刊物的办刊目的在于为教学与科研服务，办刊的作力点不在行使

媒介监督权。行业协会、学会及媒体的刊物的生存都要靠媒体支持，特别是新闻媒体办的刊物

本身就寄生于媒体，和媒体的关系更多的是依赖与协作，作为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关系也就十

分淡薄。正因为如此，大学、研究机构、行业协会、学会及媒体的刊物尽管多，对新闻媒介的

监督却是无力的，一般都不直接批评媒体，就是媒体之间也不相互批评。 

新出现的网络新闻评议会，取向是想把业界自律和业外监督结合起来，重在自律，走的还是与

国外新闻传媒一样的路子，希望通过这种内外结合的方式达成“越自律越自由”的愿望。这样

的组织如果推广到全国，显然于媒介监督是有利的。但是，从组织上来说，不能不看到结构松

散的弊病，作为行业派生的监督机构只是一种软性力量，没有监察权，缺乏刚性。而上面提到

的网络新闻信息语言会，能否推广，发挥作用，也有待时日。 

北京市政协的新闻舆论导向与舆论监督评议组，可归为政党监督，是行业外的监督组织。与此

相类似的还有党的宣传部门组织的报纸阅评组等，它们除了召开新闻评议会，对媒体的新闻舆

论导向与舆论监督进行评议之外，还带有监察性质。除了行政规管之外，这类组织对新闻传媒

的监控力较新闻评议会更强。这是因为政协是执政党领导下的参政党的议事机构，和党的宣传

部门一样，对于大众传媒来说都是领导机关。因而，无论是政协还是党的宣传部门都是一种上

对下的监督，即领导者对被领导者的监督。这种监督实质上和政府监督一样，对于保证新闻传

媒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引导舆论或者说舆论导向，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是最有效的。然而，

正是这种上对下的监督，决定了监督者的视角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的实际体现就是监督者往

往忽视或者说难以观察和发现新闻传媒在监督国家权力机关、政府官员及党的领导干部方面的

不足与问题。尽管党和政府在积极地和传媒互动，中央和不少地方也制订了相关条例，如深圳

市在预防职务犯罪条例中对新闻媒体的监督权还作出了明确规定，要求被监督者“配合、支

持，自觉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但面对新闻舆论监督者，我们仍然看不见他们背后代表民众

的对新闻舆论监督者进行监督的组织机构，没有这类组织机构，仅靠上对下的监督和媒体自

律，无法形成对新闻舆论监督者进行再监督的完善机制。 

人民监督权的错位 

对新闻媒介的督察，不仅是对其日常新闻采访报道及经营活动的督察，也包括对它的支持。而

媒介所开展的日常新闻活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舆论监督。这种工作开展得如何，也是监

察新闻媒介的题中应有之义。新闻舆论监督说到底是人民的监督，主要是新闻工作者、新闻媒

体，即新闻舆论监督者代表人民大众对“施政行为和社会现象进行的监督” 。然而，在实践

中，人民对新闻舆论监督工作却没有有效的监控管理或者说监控督察权。这种权力实际上还是

掌握在作为被监督者的行政者手中，出台的、“已经比较完备”的有关新闻监督的法规多是禁

止和义务性规定而缺少对于新闻舆论监督者舆论监督权的明文规定，就是这种监控权的错位，

或者说没有落实到人民手中造成的。舆论监督权的不明确，反映了我们社会管理制度的缺陷，

这种缺陷使我们的舆论监督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总是在扭曲中发挥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的问

题：“一方面是舆论监督不力、特别是对上监督不力的问题；另一个是对下侵犯公民权益的问

题。”正因为如此，中国传媒大学郭镇之教授主张“对新闻舆论监督最大的支持包括给予适当

的资源、较大的空间、严格的要求和建立监督新闻媒介的社会机制。”  

“建立监督新闻媒介的社会机制”，就必须要解决主体缺位的问题。具体说，就是要解决谁代

 



表人民对新闻舆论监督行使监督控制权的问题。主体缺位的问题一天不解决好，新闻舆论监督

的监控权就不可能正常行使。没有媒介监督主体，媒介的新闻舆论就没有依靠而只能依附于政

府。郭镇之教授说：“媒介对政府的依附，决定了中国的新闻传播在对权力实施舆论监督、特

别是批评报道方面处于天然的劣势，从而产生‘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问题。中国的新闻媒

介从来没有独立揭发出真正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披露严重的社会问题常常受到压制；面对铺

天盖地的腐败现象少有作为。同时，由于监督对象及其上级部门越来越老练的抵制与干预，新

闻媒介的舆论监督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要根本改变这种状况，需要监察主体归位。人民

必须派出自己的监控、督察新闻监督者的监察队伍，排除被监督者对新闻舆论监督者的非法干

预与抵制。当然也要督促新闻媒体提高素质，在法制的范围内实施对施政者的行为和社会现象

进行全面、有效的监督。 

钱婕 王永亮：《郑保卫：教学科研 今生情趣》（人民网 

http://www.zhangpj.com/chuanmei_xs/news_view.asp?id=9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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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镇之：《关于当前舆论监督的结论和建议》（传媒学术网：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cademic_zjlt_lw_view.jsp?id=622 ） 

郭镇之：《关于当前舆论监督的结论和建议》（传媒学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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