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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

新闻宣传工作方针的确立
文/牛利坡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站在全局高度，将新闻宣

传工作作为开展中心工作的重要工具、开展理论学习的重要

阵地、批判错误思想的重要武器。为更好地发挥这一职能定

位，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确立了新闻宣传工作的若干工

作方针。

一、坚持党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

坚持和加强党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是新中国新闻宣

传事业的本质特征和重大优势，也是发挥其重要职责使命的

有力保证。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不仅加强了对新闻

宣传工作的领导，而且逐步建立起完善的领导体制。

1．新中国成立前，明确党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新

中国成立之前，在党报党刊中，就曾由中央领导人直接撰写

文章、社评，由党的相关同志负责“看大样”，这是践行党

领导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方式。1948年6月，毛泽东主席曾

指出宣传机关是党的“极端重要”的机关，但是有些地方机

关对于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不够重视、抓得不紧，甚至对宣传

机关的领导责任抓得不够紧，明确要求各地党委“对于自己

的报纸，必须于每天出版之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

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大样看一遍”。在党的新闻宣传工

作中，报纸在当时具有传播速度快、灵活性强、读者面广、

影响力大的特点，对于报纸的工作，党中央更是将其放在了

更加重要的位置。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议上指出，“报纸是很灵的、很有力的”，同时明确肯定了

由熟悉党的方针政策的中央领导同志负责“看大样”的做

法，强调这是加强党对新闻宣传工作领导的重要形式。

2．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完善新闻宣传领导体制。在中

央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体制上，原属于中宣部直接管理

的新华社、新华书店等新闻宣传机构，转为相应的政府机关

并调整其职能。调整之后，中宣部的组织和职能面临转型。

对此，负责中宣部工作的陆定一在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提

出，健全了中央政府的文教机构之后，“把中宣部重新健全

起来，成为今后的重要工作”，并且提出重新健全后的中宣

部的职能，主要聚焦于党内外思想斗争与教育、时事宣传、

文教宣传工作研究以及宣传干部管理等方面，也就是不再像

之前那样负责具体的事务工作，而是更加侧重于领导工作，

如理论学习、思想教育和政策指导方面的工作。由此，初步

探索和捋顺了和平建设时期党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机制。

此外，在新华社与党委的关系上，明确了“新华社的

各地记者必须在总社领导下同时在各级党委监督下进行工

作”。在各地党报与党委的关系上，进一步明确党报作为党

的机关报的重要职责，逐步加强了对党内报刊的领导。1954

年，中共中央进一步强调“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关键，是加

强各级党委对自己机关报的领导”，并且明确了党委领导报

纸工作的具体人事制度安排，强调各级党委委员担任党报总

编辑的，必须是担任“实际职务”，而不能仅仅是挂名，而

且规定“各报总编辑、副总编辑和编辑委员应由同级党委任

命并经上一级党委批准”，“编辑组长和记者须由同级党委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更好地发挥新闻宣传工作的职能，中国共产党逐步统一全国新

闻宣传工作，并在实践中确立了新闻宣传工作的若干工作方针，这些方针为当时新闻宣传工作提供

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在逐步统一全国新闻宣传工作的过程中，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确立了若干工作方

针：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全国统一、树立人民立场、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方针对当前新闻宣

传工作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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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并报告上级党委备案”。这一措

施，对在新闻舆论工作中树立好党的

声音、发挥好党的主流媒体的引领示

范作用，从而强化党对新闻舆论工作

的领导具有重要意义。

二、建立全国统一的新闻宣传

工作体制

新闻宣传工作的分散状态与党在

全国执政的要求之间的矛盾，构成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统一全国新闻宣传工

作的内在动力。对此，在新中国成立

前夕，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开始准备，

并于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全国统一的

工作体制。

1．实现统一的必要性。由于中

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所领导创立的新

闻宣传工作体系，主要是由各根据地和解放区根据本区工作

需要建立起来，因此全国刚解放时，全国新闻宣传工作并未

统一，中央和地方的新闻机构联系不紧密。这与新中国成立

初期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进行的理论学习、政策宣传等工作要

求是不相适应的。对此，周恩来总理曾明确指出增强新闻宣

传工作“计划性”和“集中管理”的重要性，“过去分散管

理是对的，现在要加强计划性，就需要集中”，“文委所属

的单位还有新华社、广播局、出版机构等，方面很多，都需

要扩大和加强”。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统一

新闻宣传工作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

能发挥好新闻宣传工作在全国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2．新中国成立前的准备。其实，从解放战争后期开

始，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开始考虑加强对全国新闻宣传事业的

统一管理的问题了。1948年6月，为了消除新闻宣传工作中

客观存在着的分散状态，中共中央对宣传工作中的“请示与

报告制度”作出明确决定，重申了党报须由“党的负责人看

大样”制度；并且对涉及全国性、全党性的内容以及重要言

论的发表程序作出要求。这些规定实际上成为新中国成立前

在党的领导下统一全国新闻宣传工作的准备。

3．全国统一体制的建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在

全国性的新闻宣传管理体制上，在政务院下设立了文化部、

新闻总署、出版总署以及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广播事业

局、出版局、国家书店（新华书店）等政府机构；在地方政

府中，通过“设立文教所或文教局”，或者“责成教育厅同

时作为中央政府文化部的隶属机关”，同时设立“新闻出

版处，作为新闻出版两署的隶属机关”，从而初步实现了

对全国新闻宣传事业的统一领导和管

理，为新闻宣传工作全国统一奠定了

基础。

将 新 华 社 总 社 与 各 地 分 社 之 间

“统一起来”，以国家通讯社的名

义在全国范围乃至世界范围内发挥作

用，成为此时的一种客观需要。在

这个问题上，“新华社在各地的记

者”、“必须心无二用、全心全意做

这个工作”，而且即使有再大困难

“都不应当妨碍新华社迅速地完成统

一的要求”。这种实现全国统一的要

求，不仅适用于新华社，也适用于新

华书店、人民出版社等出版机构。

1949年10月，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召

开，会议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

如何实现全国统一。在各地新华书店

代表到达北京后，没有立即开会，而是花费了很长时间去了

解各地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其实也是在为实现出版发

行工作的全国统一做准备。通过以上举措，中国共产党初步

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新闻宣传工作机构，为在全国发挥新闻宣

传工作的职责使命提供了基本前提。由此开始，确保全国统

一便成了我国新闻宣传工作的一条重要工作方针。

三、树立新闻宣传工作的人民立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新中国的文

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教育”，其中“大众的”这一要求，就指明了文化教育的立

场问题；此外，关于新闻宣传事业，也明确提出了发展“人

民广播事业”、“人民出版事业”等任务，这就为新闻宣传

工作确定了有益于人民的价值立场。

1．确立有益于人民的价值立场。对于新闻宣传工作而

言，坚持人民立场，既在于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面向人

民群众积极发声、著书立说，同时还在于引导人民群众向正

确的方向发展。比如对于报纸工作，胡乔木曾提出在内容方

面，报纸要用群众的方法来发声，不能仅仅“发表一些冗长

乏味的长篇大论”或者仅仅张贴政府机关的“指令、决议、

会议”，即使是报道会议，也要知道“会议的精华”不在于

何时开幕闭幕这些“无生命的东西”，而在于“会议所讨论

的问题、背景以及它们所要求的东西怎样变为群众生活的实

际状况”，否则就“脱离群众”了；提出“报纸是给群众看

的”，而不只是给机关干部和少数识字的人看的，对于人民

群众中很多人还不识字、无法直接阅读报刊的问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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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成立读报组”的方式，由读报组

“向群众宣传报纸的内容，向报纸报

告群众的情况和意见”。同时特别提

到，报纸还有“引导”群众的职责，

“就是把群众的兴趣，把群众的积极

性，把群众的精神引导到一个比较适

合于群众自己利益的方向去”，基于

这一职责，就“要研究在什么问题上

去联系群众，而且要研究着重联系群

众的什么部分”。

2．确立依靠人民的工作方针。

同时，坚持人民的立场，还在于要真

正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办好新闻

宣传事业。比如，新中国成立后，中

国共产党从人民群众中选择先进分

子，建立起广泛的宣传员网和通讯员

网。不过，“在劳动人民中发展通讯

员网”，党不是仅仅将他们当作一种专业技术工种，而是当

作国家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沟通桥梁，他们在做好通讯员工作

的同时，还可以起到向群众传播先进思想和宣传方针政策、

向国家反馈情况和意见的双重作用。因此，对通讯员或宣传

员的资格是有比较高的要求，不仅要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文

化水平，还要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如据华北局报告，至1951

年8月，全区宣传网“已较普遍地发展起来”，已有“党的

宣传员三十五万一千五百零九人，报告员一万零三人”，

“宣传员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点五”，而且他们已“成为完

成各项工作的推动与保证力量之一”。这在当时是树立新闻

宣传工作人民立场并发挥其使命任务的一个典型体现。

四、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新闻宣传工作发挥职责使命的内在要

求，也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和建立监督体系的重要手段。在

新闻宣传工作中运用好这一原则，还需要明确的方向和范围。

1．鼓励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这一点对于报刊而言尤

其重要。因为报刊要想成为“有声音”的东西，成为对人们

进行正确的教育引导的阵地，就必须允许不同声音和正当批

评的存在，同时也要勇敢地进行自我批评、自觉接受监督。

因此，虽然当时也提要“严肃”批评，不能随意批评，

要“区别正确的批评和破坏性的批评”，但是更多还是强调

“勇敢”批评，鼓励发声。毛泽东主席在1950年4月主持中

央政治局会议时，曾对一些地方“压制批评”的事情明确表

示反对。同年，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决定，强调“党的各级领

导机关和干部必须对于反映群众意见的批评采取热烈欢迎和

坚决保护的革命态度……这在今天是

主要的方面”。

2．确立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向

和范围。正如上面所说，开展批评和

自我批评是有限度的，那就是提倡那

些促进和巩固国家建设事业的、建设

性的、与人为善的批评，制止那些反

对党和国家事业、反对人民立场、传

播错误思想和情绪的破坏性批评。对

此，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

曾指出：“批评这个武器不要拿在反

动分子手中去。我们需要了解资本

家的动态，报纸上应该有它们的文

章……就是在消灭了资产阶级之后，

要消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许多

时候。基本的理论书籍还是要出版，

否则思想就混淆了。” 1955年6月，

关于报刊批评（舆论自由）问题，中共中央进一步强调，在

人民内部允许舆论自由主要是希望“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

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

这为报刊评论工作划定了基本的原则和范围。

五、结语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确立的新闻宣传工作

的上述工作方针，不仅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新闻宣传工作规范

化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而且探索了党在全国执政条件下领

导新闻宣传工作的基本机制，对当前新闻宣传工作仍然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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