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PC Media History
党媒史研究

90	 	 传媒∷MEDIA		传媒∷MEDIA		2021.9（下）2021.9（下）		 传媒∷MEDIA		2021.9（下）2021.9（下）	 	 9190	 	 传媒∷MEDIA		传媒∷MEDIA		2021.9（下）2021.9（下）		 传媒∷MEDIA		2021.9（下）2021.9（下）	 	 91

多样并存 一个声音：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新闻事业研究
文/冯 帆

在重大历史转折的1949年，中国共产党通过除旧布新

重建了我国的新闻事业，对这项重要工作进行研究一直受

到学者们的重视。从现有成果看，相关研究聚焦于大型城

市中的报刊媒介，但也因此忽略了中国共产党对报刊和广

播两种媒介实际上所采取的不同重建方案的研究。因此，

笔者尝试以此入手，探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无产阶级报刊和

广播事业建设中的异同，进而直观呈现中国共产党对两种

媒介形式及其功能的认知。

一、多样并存：中国共产党对旧报刊的改造和

保留

与民国时期兴盛于各大城市的商业报刊不同，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报刊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无可比拟的强烈政

治属性。因此，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建立之后，如

何处置旧制度下的报刊，自然就成了不仅事关新闻事业领

导权，更关乎政权稳定性和合法性的重要问题。

1．对国民党控制报刊的查封接管。1948年11月8日，

在《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中：

“报社、刊物与通讯社，是一定的阶级、党派与社会团体

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不是生产事业，故对私营的报

纸刊物与通讯社，一般地不能采取对私营工商业同样的政

策。”按照本办法，中国共产党对部分新解放大城市中的

旧报刊，特别是国民党控制下的报刊进行了查封和接管。

在此过程中，包括天津《民国日报》《新时报》《工商日

报》《中华日报》，北平《华北日报》《北平时报》《中

国时报》《世界日报》，上海《申报》《新闻报》等国民

党控制或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报纸相继受到了接

管和处置。

在封禁和接管国民党控制报刊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

同时提出了对其他私营报刊的处理办法。《办法》指出，

“旧有报刊中存在少数的中间性和进步性的报刊，如不分

青红皂白，轻率一律取消，亦于人民不利，无限制地放任

的政策和一律取消的政策，这两种政策均不符合于我党保

护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和剥夺反人民的言论出版自

由的原则”。正是在这项政策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对业已

存在的旧报刊进行了细致甄别和分类处置，对反对国民党统

治，同情人民解放战争的进步报刊准许其登记并给予保护。

2．对《大公报》等报刊的灵活处置。《办法》中虽

然提出了分类解决的对策，但在执行过程中个别城市还是

出现了与《办法》相背离的情况。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

放，由于接管和重建大城市报刊的经验不足，因此，天津

军事管制委员会通知当时正在发行出版的所有报刊一律停

摘要：在对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发展历程的研究中，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旧新闻业的

全面取代和改造一直是个重要的议题。然而现有研究虽普遍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旧新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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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包括在当时有较大影响的《新星报》《大公报》和

《益世报》等。

这项政策遭到了中共中央的批评。在1949年1月18日

《中共中央关于不要命令旧有报纸一律停刊给平津两市委

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天津军管会的命令“不合中央去年

十一月八日的指示……不应是不宣布理由而命令一切原有

报纸一律停刊。”一天后中央再次发布指示，提出“对于

天津这样重要的城市，在采取任何为中央所未曾规定的政

策步骤前，不向中央请示是错误而危险的……先停刊后登

记是使自己陷于被动的办法，不如采取一面听其续出一面

令其登记的办法，可居于主动地位。”办法中随后对包括

《大公报》在内多份报刊的重建办法进行了细致安排，并

指示北平市委吸取借鉴天津经验教训，对各报社处置计划

报告中央审查。 

鉴于《大公报》在当时拥有较大影响力，1949年1月

17日中共中央曾专门就《大公报》事宜电告天津市委，提

出“大公报从内部革命”“改换名称”的意见，目的就是

为了“使平津除党报外有一党外的民主报纸配合”。1949

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再次复电天津市委，就《大公报》等

三家报纸的处置办法进行部署。提出联合包括徐盈、杨刚

等《大公报》内进步记者编辑，通过接收其中官僚资本股

份的方式对其进行改组，进而重新出版等具体办法。在中

共中央的授意和天津市委的直接领导下，1949年2月19日

天津《大公报》举行了全馆职工大会，发表改造宣言并于

同月27日正式改名为《进步日报》。

3．对党外进步报刊的扶助支持。根据中共中央的指

示精神，天津市委和天津军管会在重建《大公报》的同时

允许《新生晚报》《博陵报》《华北汉英报》《新语报》

等四家报刊继续出版。北平军管会查封了当时26家私营报

纸中的24家，仅保留了《世界日报》和《新民报》，但由

于《世界日报》刊登国民党新闻机构发布的稿件而被接

管，北平仅有《新民报》一家私营报刊继续出版。

有了天津和北平接管过程中出现的教训和经验，1949

年5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大城市报纸问题复南京市委电》

中明确提出在大城市中创办党外进步报纸的方针。与此同

时，周恩来在对文化干部的谈话中又明确提出：“我们的

初步意见是北平、上海这样的地方，还可以保留几家民营

报纸。”在相关政策和精神的指导下，南京保留了《新民

报》和《南京人报》；武汉允许《大刚报》继续发行；广

州的《越华报》《现象报》《每日论坛报》等5家报纸被

允许继续出版；重庆《大公报》和《新民报》也保留了下

来；上海的申新二报被查封，而诸如《大公报》《文汇

报》《新民报》及俄文《新生活报》等在内的4家私营报

刊被允许继续出版。

此外，当时上海还存在着大量成分复杂、受众广泛的

“小报”。为了防止因小报的全停产生负面影响，同时进

一步利用小报争取“落后分子”，上海军管会在保留《飞

报》和《罗宾汉》两份小报的同时制定了“出版一家停办

一家”的过渡方针，创办了两份新的小报《亦报》和《大

报》取代先前的《飞报》和《罗宾汉》。上述不同城市中

私营报刊的保留和新建，表明新中国成立之初创办的报刊

体系虽以无产阶级党报作为主干核心，但也并非完全断绝

了私营报刊生存的土壤，甚至曾创造条件鼓励其存在和发

展。在这种方针政策的引领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报刊事

业形成了党报与私营报刊“多样并存”的发展态势。

二、一个声音：中国共产党对旧广播的接管和

统制

广播作为一种无远弗届、被动收听的传播工具，在传

播方式和传播效果上与报刊差别巨大。民国时期我国的广

播性质多元，1928年颁布的《广播无线电台条例》规定，

“广播电台由中华民国政府机关公众或私人团体或私人设

立”。因此，民国时期广播电台种类繁多，其中既有国民党

直接管控的国营、公营电台，也有民营电台和外商电台。

与国民党政府设置广播的方式不同，中国共产党的广

播事业自1940年12月30日在王皮湾村诞生伊始，就打下了

鲜明的红色烙印。践行列宁提出的广播是群众教育最好的

武器这一理念，《解放日报》在介绍新华广播电台时明确

该台是“人民的喉舌，民主的呼声”。抗战胜利后，新华

广播也曾以一篇《自我介绍》表明“XNCR的宗旨在于使

各位了解人民政党、人民军队和人民自己建立起来的解放

区的情形，了解它的主张和事业”。由此可知，人民广播

事业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宣

传鼓动工具，其根本任务是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反映党

的工作与群众生活。

1．分类处置国民党电台和民营电台。中国共产党对

广播事业的管理始终是以“在党的统一的宣传政策之下”

为基础。而这种管理方式也映射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旧

广播的改造过程中。194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颁布了

《中共中央对新解放城市的原广播电台及其人员的政策的

决定》，明确“新中国之广播事业，应归国家经营，禁止

私人经营”。在《决定》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对广播电台的

接管也采取了较之报刊更为严苛的办法。

解放初期，天津军管会出台《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接管部电讯处接管方案》，一方面对国民党党营电台进行

封禁和接收，另一方面对各种私营电台进行暂停和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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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甄别被允许继续播出的私营广播电台，则依据1949年

2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私营广播电台的处理办法给天津

市委的指示》进行登记并领取执照，转播新华广播电台的

新闻节目，不得自行编撰新闻。此外除播出音乐唱片及聘

请艺人广播、播送纯属商业性质的广告外，不得有任何其

他性质的广告。同时在播送过程中，军管会或市政府派军

事代表现场监督。

北平文化接管委员会和军管会一方面接管了国民党官

办的北平广播电台、没收了国民党特务机关控制的三家私

营电台；另一方面出台《关于北京市私营广播电台管理暂

行办法》，对私营电台进行登记备案，同时对其播出的新

闻类节目和封建歌曲等进行严格限制管控。广州军管会也

在接管电台过程中依据《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布私

营广播电台暂行管理条例》的规定，在封禁国民党电台

的同时对私营电台进行审查，并规定“欲创设或复业的

私营广播电台，必须事前向本会文教部新闻出版处申请

登记”“如欲继续播音，须转播广州人民广播电台全部

节目”。

1949年5月27日，上海军管会颁布了《关于上海市报

纸、杂志、通讯社登记的暂行办法》；6月13日又颁布了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上海市私营广播电台暂行管

制条例》，一方面对国民党党营、公营电台进行查封接

管；另一方面要求私营电台每天播出节目及内容，须于次

日向军管会进行书面报告；不得自行播出包括新闻评论、

政治性讲演及通讯等节目；不得与其他电台进行通话联络及

使用短波；同时还将17家电台整合起来压缩使用12个频率。

2．剥离民营电台的新闻发布功能。《人民日报》在

1949年10月26日刊发了文章《取缔反动广播电台 加强人

民广播事业》，文章曾指出“除了应该办好国营广播电台

外，对于真正私营广播电台，只要它不从事破坏国家人民利

益的反动宣传活动，不利用广播进行造谣欺骗与诽谤，真正

为人民服务，不但允许其存在，还要帮助它们进步。”

从字面上看，中国共产党管理私营广播电台采取了与

管理私营报刊相类似的方式，但仔细揣摩个中深意便可看

出广播和报刊的重建有着本质的不同。从天津军管会封禁

接管国民党电台并对私营电台进行核查颁发执照到随后包

括北平、上海、广州等地纷纷出台具体办法，上述多地的

私营电台虽仍在播出，但其自身编撰播发新闻节目的功能

已经被剥离，取而代之的是转播新华广播的新闻节目。从

这一角度出发，实际上这些民营电台除了转播新闻之外，

自身已经丧失了发布新闻、传达政令、社会教育的功能，

仅保留了提供文化娱乐的单一功能。

上述做法表明，较之主动接收、对受众素养要求较高

的报刊媒介来说，中国共产党显然非常重视对被动收听且

更易传播的广播媒介进行全面掌控。

三、对中国共产党重建新闻事业的思考

从针对报刊和广播电台的区别对待，特别是对于部分

民营报刊和电台重建中的区别。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

党对待报刊和广播的观念有着深刻的不同。

中国共产党重视民营报刊联系社会、辅助教育等方面

的功能和作用，并希望它们能在新政权初建时期发挥较大

的作用。同时也给广播事业定下了国家经营禁止私营的总

基调。即便是有些民营电台被允许播出，却也剥离了自采

新闻功能。而在其后数年间又通过改造、赎买等方式将民营

电台逐步国有化，最终形成了报刊多样并存，广播一个声音

的总体态势。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重建报刊和广播的不同方式中我们

可以管窥中国共产党报刊及广播观念的不同，更能清晰地

看到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从诞生、发展到成熟过程中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活的灵魂。而这种工作

方法对于指导我国媒体融合进程中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进

一步发展，也必将显现出重要的指导价值。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本文系天津市教委科研计划项目“从一枝独秀到百舸争流——

天津新闻教育60年”（项目编号：2019SK042）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曾宪明．解放初期大陆私营报业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J]．新

闻与传播研究，2002(02)．

[2]孙旭培．解放初期对旧新闻事业的接收和改造[J]．新闻研究

资料，1988(03)．

[3]龙伟，谢文君．文化建政：中共对上海报业的文化接管与秩

序重建[J]．新闻春秋，2020(02)．

[4]张寿颐．北平解放初期接管报社和广播电台纪实[J]．北京党

史，1989(01)．

[5]马光仁．新闻事业的一场大变革——上海解放初接管新闻单

位的前前后后[J]．新闻大学，1983(01)．

[6]龙伟．上海解放初期中共对小报的改造与整编[J]．中共党史

研究，2015(03)．

[7]孔丽娟．新生·归宿·抉择——北京人民广播事业的创建

[J]．中国广播，2021(01)．

[8]强若琳．上海人民广播事业的建立（1949—1956年）[J]．中

国广播，2021(01)．

[9]董瑜玥．1949年的新闻、出版及广播：中国共产党宣传政策

探微[D]．合肥：安徽大学，2016．

[10]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

[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编辑：孙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