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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闻工作者在舆论监督中的角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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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闻工作者在舆论监督中的角色理念作者：北京广播学院2002级新闻业务研究生 严文明 

舆论监督是我国监督体系中一种独特的公共权力监督机制。舆论监督不仅是新闻媒介舆论宣传的一个重要功能，也是党

和人民群众赋予新闻工作者的一项神圣使命。开展舆论监督，针砭社会时弊，维护民主法制，既是新闻工作者的职责，

也是党和人民赋予他们的一项权利。在舆论监督中，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使舆论监督取得良好的

效果，达到预期的目标。要提高舆论监督的质量，取得良好的社会宣传效果，新闻工作者必须提高思想认识，加强自身

修养。  

本文仅就舆论监督中新闻工作者应树立的角色观念谈几点认识。  

一、定位理念  

新闻工作者是实现舆论监督的主体，能否给自身准确定位，事关舆论监督工作能否健康进行。  

新闻工作者要切实履行好舆论监督职责，保证舆论监督的良好的社会效果，必须树立定位观念。所谓定位观念，就是要

找准自己的位置，摆正自己的位置。要处理好两方面关系：一方面要牢记使命，肩负起责任，要为人民鼓与呼；另一方

面，要准确定位，正确履行监督职责，不越位，不错位。  

新闻工作者面对自身的角色特征和角色期待，如果不能客观冷静地对待和准确地自我定位，缺乏定位观念，那么，在舆

论监督中就会迷失方向、丧失原则、走入误区。目前，在舆论监督工作中存在着种种不正常的现象，诸如“以舆论监督

谋利益”、“以舆论监督树威信”、“以舆论监督泄私愤”等等。这些不正常现象的出现，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

是，我们认为，一些新闻工作者没有能够给予自身准确定位是其中的重要原因。由于没能准确定位，在舆论监督中时常

会有超越自身角色的思维和行为出现，而超越了自身角色的思维和行为，必将影响到舆论监督的社会效果。  

当然，新闻工作者要做到准确定位，除了自身主观上要树立定位观念外，客观上还需要通过新闻立法来明确、来规范，

即通过新闻立法来明确新闻工作者的监督权利，来规范他们的监督行为。必须明确，新闻工作者自身树立定位观念，这

是搞好舆论监督工作的内因，是其它外部规范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基础。缺乏定位观念，新闻工作者在舆论监督实践中就

会出现“越位”现象，甚至过失性地对行政和司法工作施加影响。  

二、全局理念  

开展舆论监督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选择那些“政府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的问题。舆论监督影响面大，它不

仅涉及到被监督的部门和个人，而且还涉及到舆论导向的问题。这项工作做得好，可以督促和推动有关部门改进工作，

促使有关个人改正缺点和错误；但如果这项工作做得不好，不仅不会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甚至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新闻工作者要确保舆论监督工作恰当、有序又有力，就必须注意树立全局观念。所谓全局观念，就是要求新闻工作者对

待实施监督的部门、个人和新闻事件，不能单纯就事论事，而应该放眼全局，从社会大局出发，着眼于全局考虑问题。

新闻媒介的特殊性和新闻工作者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要求新闻工作者在行使舆论监督权利时，要审时度势，从大局出

发，站在全局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舆论监督工作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三、法制理念  

新闻工作者要树立法制观念，在舆论监督中严格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要充分重视发挥法律在舆论监督中的作用，探讨

舆论监督和法律监督的携手合作途径。  

舆论监督的重要任务和功能之一，就是揭露、制止违法现象，以伸张正义。在这种情况下，对被批评对象作出公正的、

符合实际的评判是实施监督的前提。除了研究相关政策外，记者也需要深入研究相关法律，多从法律角度看问题，因为

我国社会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已经有法可依，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法律提供了是与非、合法与非

法的辨别标准，提供了对违法性质、程度的评判方法，提供了惩戒、处置的程序和标准。依法监督才能减少监督的随意

性、盲目性，才能增强监督的准确性、权威性、战斗性。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进程中，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的

重要性日益显现出来，并各自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新闻媒体是舆论监督的主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探讨

这两方面监督携手合作的有效途径，把这两种监督有效地结合起来，反对消极腐败，维护社会公正，共同促进社会的进

步和发展。  

在具体实施舆论监督过程中，新闻工作者具有法制观念，也会自觉摆正“人”与“事”的关系，在监督的内容上尽量采

取“对事而不对人”的批评策略。这样才能注意避免在监督过程中出现因人身攻击而对人的名誉权造成侵害的新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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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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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德理念  

每一种职业活动都有对其从业者的职业道德要求，舆论监督工作同样也应在新闻职业道德的约束下来进行。新闻工作者

要树立道德观念，就要在提高一般道德认识的基础上，切实加强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  

舆论监督的基本原则是用事实说话，舆论监督的力量来自于事实。可以说，事实准确是舆论监督的生命所在。记者不仅

要对事实本身负责，而且要对事实使用的准确性负责，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不能出现任何偏差。新闻工作者要认真

遵守新闻宣传纪律，严格履行职业道德规范。宣传纪律和职业道德都是保证新闻工作者正确履行监督职责的外部规范，

要使之发挥应有的作用，还需要新闻工作者把它们转化为自己的内心信念。 无论是基础性的宣传教育工作，还是关键

性的监督制约，都离不开新闻舆论的支持。对社会丑恶现象和党内腐败现象实施舆论监督，是党和人民赋予新闻媒体的

基本权利和义务，是新闻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也是增强党中央机关报战斗力、影响力的一项重要工作。毋庸置

疑，实施舆论监督，要冒很大风险，承担很大责任，碰到很多困难，遇到很多干扰。但是，正因为难，才需要我们的记

者去“铁肩担道义”，知难而进。  

总之，舆论监督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以及社会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舆论监督工作

需要社会舆论的支持，需要社会各方面、各部门的理解和配合。新闻工作者作为舆论监督的主体，作为推动舆论监督工

作的内因，更需要在思想上提高认识、加强修养。新闻工作者只有在自身的思想深处真正树立起搞好舆论监督工作所必

需的角色观念，舆论监督工作才会有原动力，才会健康、顺利、有效、正确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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