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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干部应对舆论监督失当的问题及对策

王　勇　阮拥军

摘　要：一些党政干部应对舆论监督失当是当前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它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影响党

政干部公信力和干群关系，破坏舆论监督环境，影响舆论监督的正常开展，不利于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

也不利于反腐防腐和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要解决部分干部应对舆论监督失当问题，需要提高党政干部对

舆论监督的认识，建立促使党政干部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和防止党政官员干预舆论监督的制度，同时创造有

利于党政干部自觉接受舆论监督的宽松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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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０９年的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习近平同志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综合素质，要
努力提高六个方面的能力，其中之一 “要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正确

引导社会舆论，要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自觉接受舆论监督。”［１］然而，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领导人一

再鼓励和支持舆论监督，新闻媒体也进一步重视舆论监督，部分党政干部综合素质不高、应对舆论监

督失当的问题就日益凸显出来了，甚至已成为影响党和政府形象、影响党政干部的公信力和干群关系

的严重问题。

一、部分干部应对舆论监督失当的表现及原因

舆论监督，“是指公众通过新闻媒介对党务、政务和一切公共事务的公开，对国家机关各级公务人

员施政活动，以及社会公众人物 （包括政治家、演艺明星、上市公司等）的监督，这种监督既包括揭

露和批评，又包括评价和建议。但新闻媒介对坏人、坏事，特别是腐败行为的揭露和批评，是中国现

阶段舆论监督的主要的和常见的形式。”［２］舆论监督能有效预防、遏制腐败，促进政府改善工作，受到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在２００９年的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上，胡锦涛同志指出，中国政府始终支
持媒体搞好舆论监督［３］；在２０１１年的全国两会上，温家宝同志也强调要 “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

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４］

虽然２００８年中共中央颁布的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工作规划》提出：“各
级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舆论监督，增强接受舆论监督的自觉性，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推动和

改进工作”［５］，但是目前一些党政干部仍然存在不能正确对待舆论监督，应对舆论监督失当的问题，近

年来多次上演的 “跨省追捕记者”闹剧，部分干部面对舆论监督屡屡说出 “雷人话语”就是典型表现。

具体来说，部分干部应对舆论监督失当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 “拒”，即随意甚至粗暴拒绝新闻媒体对负面新闻的采访报道。一些党政干部以 “需要保密”、

“不要添乱”、“不要影响正常工作”、“需要请示批准”等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随意拒绝和阻挠新闻

记者对负面新闻的正当采访，公开抵制舆论监督。例如２０１０年江苏镇江市房管局一位姓谢的处长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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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台的采访就公开宣称：“请报道正面新闻，否则我可以不接待。”［６］对从事舆论监督工作的记者的调

查也发现，舆论监督第一难是采访难，“一些被批评者或与被批评者有关系的人对记者的采访采取不合

作态度，甚至对记者进行围攻、扣押，有的还破坏记者的采访工具。”［７］

二是 “捂”，即对涉及自身或自己辖区、单位发生的负面新闻想方设法捂盖子。例如２００９年，对
记者们针对天津市公路乱收费的采访，天津市政管理局规费处副处长刘某竟然说：“这个事我不好再说

太细”。［８］有的党政干部为了捂住已经发生的负面信息，对前来报道的媒体记者 “围追堵截”，对向媒体

报料的民众或当事人 “软硬兼施”，甚至不惜对媒体记者行贿，对报料的民众或当事人进行利诱，以致

有的地方让一些假记者屡屡钻了空子，诈骗得逞；有的为了堵住当事人的嘴，许以高额 “封口费”，甚

至只顾眼前息事宁人，不惜拿原则做交易，造成工作极端被动，甚至给后面工作埋下隐患。

三是 “压”，即压制舆论监督。拒、捂不成，极少数党政官员转而对记者采取威胁、恐吓的手段试

图阻止其进行舆论监督。例如２０１０年有记者到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采访，拍到县政法委办公室有人
上班打牌，结果相机被县政法委副书记钟继祥带人没收。事后，有媒体致电钟继祥求证此事时，钟竟

然威胁记者说：“你要过来，小心你的命。”［９］极个别党政官员甚至公然利用公权力打击报复从事舆论监

督的记者，以求达到杀鸡骇猴、堵死舆论监督的目的，２００８年发生的辽宁西丰县公安人员赴京拘传记
者事件就是典型。此外，极少数党政官员还不惜利用一切手段阻挠新闻媒体刊登舆论监督稿件，以致

一些记者采写的批评报道在干预之下胎死腹中。

部分党政干部对待舆论监督的以上几种作法违背了中共中央关于 “各级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舆论

监督，增强接受舆论监督的自觉性”的要求，显然是不当的。部分干部应对舆论监督失当的原因虽然

很复杂，但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极个别党政干部本身存在问题，害怕新闻媒体的曝光使其露馅，被查处，因此一些党政干部

“不怕上告就怕上报”，“不怕告官就怕曝光”，对舆论监督唯恐避之不及。

二是极少数党政干部具有根深蒂固的权力本位与特权思想，加之长期养成的霸道作风，使其藐视

媒体和人民的监督，只接受别人的奉承和媒体的赞扬，不能容忍媒体的监督，特别是对其工作的挑刺、

质疑和批评，一见不合自己意的采访报道就急、就跳，甚至就滥用职权干预媒体的报道，打击报复记

者。２００９年济南文化部门主管领导对前来采访的记者扬言：“我是管文化的，你敢在新华网曝光，我就
叫它关闭”［１０］，就属于这一类。

三是一些党政干部担心舆论监督，特别是批评报道、负面新闻影响其政绩、声誉，影响其升迁，甚

至其头上的乌纱帽，因此从心底里反感、抵触舆论监督，想方设法拒绝、逃避和压制舆论监督。

四是一些党政干部对新闻媒体和舆论监督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新闻媒体仅仅是党和政府的宣

传工具，是配合党和政府工作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只有配合其工作的份，没有监督其工作的

份，长期以来也习惯于指使新闻媒体为其唱赞歌；同时他们认为舆论监督，特别是对党和政府工作人

员的工作质疑、挑刺和批评，不利于党和政府的工作，甚至认为是与党和政府作对，是给党和政府添

乱。２００９年，郑州市前规划局局长逯军对前来采访违规建房的记者说：“你们广播电台管这闲事干什
么？”并质问记者 “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１０］；郑州市财政局预算外资金管理局城建处

处长王冠旗质问前来采访养犬管理费去向的记者 “你是不是党员？”［１１］等就是这一类的代表。

二、部分干部应对舆论监督失当的危害

部分干部应对舆论监督失当，特别是一些党政干部无理拒绝新闻记者正常的采访报道，粗暴干涉

和压制新闻媒体的正常舆论监督，甚至滥用职权威胁恐吓，打击报复从事批评报道的新闻记者，不但

违背了党中央的要求，在社会上甚至国际上造成不好的影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导致一些地

方舆论监督环境恶化，开展舆论监督困难重重，一些媒体和记者甚至丧失信心，放弃舆论监督之责，

从而带来不利于反腐防腐、不利于政府改进工作等一系列后果。具体来说，部分干部应对舆论监督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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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具有以下危害：

１损害党和政府形象
首先，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性质所决定的。而舆论监督正如李瑞环同志所指出

的那样，“实质上是人民的监督，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工具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的监

督”［１２］，因此，一些党政干部应对舆论监督失当，拒绝、干涉和压制舆论监督，违背了我们党和政府的

性质；而且在人们的心目中，党政干部的言行代表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一些党政干部应对舆论监督失

当，特别是以粗暴、骄横的态度对待舆论监督，甚至滥用职权压制、打击舆论监督，就严重损害了党

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公信力和威望。近年来，每次党政干部应对舆论监督失当事件都在网络上闹得

沸沸扬扬，给党和政府招来一些负面评价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公众以及代表公众的新闻媒体监督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接受公众

以及新闻媒体的监督，是现代民主政治和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特征。部分党政干部应对舆论监督失当，

粗暴干涉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甚至利用公权力打击报复从事舆论监督的记者，是一种与现代民主精

神格格不入的行为，在新闻全球化的今天，它会损害我们党和政府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形象。

２不利于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
早在１９４８年，刘少奇同志在 《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就鼓励新闻媒体去检验和监督党和政府

的政策和工作。他说：“党的政策到底对不对，允许你们去考察，允许你们提出问题。如果你们发现党

的政策错了，允许你们提出这个问题，你们有这个权利。如果你们看到党的政策大体上是对的，但是

还有缺点，也允许提出来……”因为他认为媒体的监督能促进党和政府完善政策，改进工作。他说：

“如果政策是不对的，不要紧，中央时刻准备考验自己的政策，中央是这个样子，各级党委也应该是这

个样子。如果政策有错误，就修改它。如果它是不完全的，就把它补充得完全起来。”［１３］朱基同志也

曾给中央电视台的舆论监督节目 《焦点访谈》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并说 “把政府的毛病揭露出来，马上就改”，“有这么一两个节目来指出我们前进过程中的问题，动员

全党的力量去解决它，这样做的效果比仅仅宣传成绩好得多。”［１４］这些都说明舆论监督有利于党和政府

改进工作，因为新闻媒体将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报道出来，就能促使党和政府完善政策，改进

工作。正因为如此，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强调要搞好舆论监督，鼓励和支持舆论监督。相反，一些

党政干部应对舆论监督失当，拒绝、逃避和压制舆论监督，导致舆论监督难以开展，最终可能是将小

问题捂成大问题。

３不利于反腐防腐
在２０１２年３月国务院召开的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同志曾指出：“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

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 ‘人亡政息’”。［１５］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指出：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

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１６］反腐防腐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

而自１９８７年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舆论监督一词以来，我党就将舆论监督作为反腐倡廉工
作的一项重要方针和遏制、预防腐败的一个重要举措，历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中都提到要重视和加强

舆论监督，因为首先，舆论监督将党政干部的工作，特别是存在的问题呈现在广大群众面前，曝光在

阳光下，能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牵制和制约，使腐败分子无机可乘，从而实现防患于未然；其次，舆

论监督将党政干部存在的问题及时报道出来，将腐败案件、腐败分子曝光，能促使有关部门及时查处，

遏制腐败行为蔓延。因此，舆论监督是反腐防腐的一个重要机制。相反，一些党政干部应对舆论监督

失当，拒绝、干涉和压制舆论监督，使舆论监督难以开展，甚至使新闻媒体对舆论监督失去信心，不

再积极开展舆论监督，则等于变相地保护了腐败分子，不利于反腐防腐。

总之，一些党政干部应对舆论监督失当，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破坏舆论监督环境，打击新闻媒

体的积极性，影响舆论监督的正常开展，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一系列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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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决部分干部应对舆论监督失当问题的对策

怎样解决部分党政干部应对舆论监督失当的问题？从党政干部应对舆论监督失当的原因来看，主

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极少数党政干部自身存在问题，是问题官员、腐败分子，因害怕曝光被查处而

疯狂压制舆论监督，对这种情况要坚决予以查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另一种，也是大多数情况，是

一些党政干部对舆论监督的认识、态度存在问题，加之工作环境的影响，工作作风存在问题等原因而

导致应对失当，对此，需要采取以下对策。

１提高党政干部对舆论监督的认识
大多数党政干部应对舆论监督失当，与其对舆论监督的错误认识有很大关系，比如有的认为，舆论

监督是记者 “找碴”，给其惹麻烦，存心与其过不去；有的认为，媒体发表的批评报道、负面新闻是噪

音、杂音，会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影响党和政府的工作，是添乱；还有的认为，媒体开展舆论监督，

是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迎合受众，吸引眼球，哗众取宠……所以要解决一些党政干部应对舆论监督失

当的问题，首先要提高其对舆论监督的认识，使其认识到———

首先，开展舆论监督是党的一贯主张。自１９８７年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 “舆论监督”一词以来，连

续６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都提到 “舆论监督”，１９８７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要 “发挥舆论

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１９９２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要 “重视传播媒介的舆

论监督，逐步完善监督机制，使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１９９７年党的十五大
报告要求，“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２００２年党的十六大
报告强调，要 “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２００７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落
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报
告强调，“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这些充分说明开展舆论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是我党的一贯主张。

其次，开展舆论监督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代表党和人民对各级党政干部

的工作进行监督，其本质是党的监督、人民的监督，它能有力地促进党和政府的工作，防止腐败行为

发生。因此，早在２００７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强调，“以 ‘闻过则喜’的态度，全力

支持舆论监督。”［１７］虽然舆论监督主要是曝光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批评党政干部中的违规违纪

行为和不正之风，但是正常的舆论监督并不会 “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

２创造条件让党政干部自觉接受舆论监督
在新加坡、芬兰、瑞典等国家，新闻媒体对政府官员的监督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很少出现政府官

员公然拒绝、逃避和压制舆论监督等应对失当的问题，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的舆论监督是常态

化的，政府官员接受舆论监督是正常的、自觉的，拒绝、逃避舆论监督反而是不正常的，更不用说压

制舆论监督了。因此，要解决部分干部应对舆论监督失当的问题，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创造条件

让舆论监督常态化，使党政官员习惯于舆论监督，自觉接受舆论监督。

首先，要建立促使党政干部自觉接受舆论监督的制度。近几年，在建立促使党政干部接受舆论监督

的制度方面已取得了一定成绩，各级党委政府都提出并要求党政干部接受舆论监督，有的甚至制定了

相关制度，如２００８年修订的 《云南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就明确规定 “省政府及各部门要接受新闻媒

体的舆论监督”；２００９年出台的 《广州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也明确规定 “党政领导不接受

或不配合舆论监督将被问责”。但大多数地方尚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制度和具体措施，因此它仅仅停留

在会议、文件和宣传上，没有落实；有些党政官员还存在 “叶公好龙”现象，嘴上说得漂亮，实际上

做又是一套。因此，很有必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制度和具体措施促使党政干部自觉接受舆论监督。

其次，要建立杜绝党政官员干预正常舆论监督的制度。对这个问题我党早就有所认识并采取了一

些措施。《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曾指出：“过去在许多地方曾经实行一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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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就是把批评党和政府的组织与人员的稿件送给被批评的组织和人员阅看，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

才加以发表，这种办法是害多利少，不对的。”因此，它明确规定：“凡在报纸刊物上公布的批评，都

由报纸刊物的记者和编辑负独立的责任。”［１８］１９８８年，经中央同意，中央办公厅转发的 《新闻改革座

谈会纪要》更具体规定除特别重要的批评稿件外，其余批评稿件可以不事先征询有关领导机关和被批

评者本人的意见加以发表。但在实践中它落实不够，极个别的党政官员明目张胆干涉媒体的舆论监督，

甚至打击报复记者，因此很有必要制定更加严格的制度和具体可行的措施，防止部分干部对正常舆论

监督的干预。

再次，也要为党政干部创造一个自觉接受舆论监督的宽松环境。舆论监督的目的是促进党和政府

的工作，促使党政干部改进工作作风；舆论监督只是手段，改进工作才是目的。因此，媒体对党政干

部提出的批评，如果不是原则性问题，只要及时改正就行，而且应该将重点放在是否及时改正工作上。

但目前一些地方却本末倒置，将重点放在媒体是否曝光和播发批评报道上，如 《菏泽市民主评议政风

行风暂行办法》规定：“被省级主要媒体曝光的，每起事件扣５分，被国家级媒体通报批评或国家级主
要媒体曝光的，每起事件扣１０分”［１８］。这种不论事件性质和情节轻重，也不管是否进行了改正，只要
媒体曝光就扣分的做法，看似对舆论监督重视，其实是将媒体和舆论监督推向党政干部的对立面，这

不但违背了舆论监督的宗旨，而且容易导致党政干部应对舆论监督失当。

总之，部分干部应对舆论监督失当是当前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它损害党和政府形象，破坏舆论监

督环境，影响舆论监督的正常开展，不利于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也不利于反腐防腐和党的新闻事业

的发展。要解决党政干部应对舆论监督失当问题，需要提高党政干部对舆论监督的认识，建立促使各

级党政干部自觉接受舆论监督的制度，同时创造有利于党政干部自觉接受舆论监督的宽松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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