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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5_96_E5_8D_8E_E8_c26_22968.htm 舆论监督是指个人或组

织通过大众传媒或其他舆论形式，对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社团和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提出批评和建议，促使其向

好的方向转化的监督活动。它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一项基

本权利，目前虽不具有法律效能，但在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的发展、改善行政管理职能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 一、当前我国舆论监督存在的不足 1.舆论监督法制保障

体系不健全。目前，我国尚缺乏比较完整的舆论监督法律法

规体系，没有从法律的角度明确舆论监督的地位、性质、权

力等。尽管我们党和政府历来重视舆论监督工作，出台了一

系列相关的规章制度，一些地方政府也制定了某些办法来支

持舆论监督，但是，总体上看，其规定大都比较抽象，操作

难度大，同时也有不连贯、不统一的问题，往往使一些是非

难以评判。由于缺乏相关法律保障，监督主体的正当监督权

和人身安全难以得到有效保护，致使民众不愿、不敢行使舆

论监督权。 2.舆论监督缺位现象明显，监督力度有待提高。

我国大众传媒受种种因素的限制，在实际监督过程中常常出

现失语现象，对民众的“口头舆论”重视不够。有时民众对

某一社会问题已经“议论纷纷”，媒体报道却很少谈及；或

者虽有报道，但与民众对事件关注的角度、关心的程度以及

对信息量的需求相差甚远，导致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与群众

关心的议题产生错位。另外，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一些



行政管理者常常把负面新闻与国家及地方的形象联系起来，

把舆论监督视为一种威胁，经常动用手中的权力横加干预，

打击报复舆论监督现象严重。监督主体在实施监督过程中常

受到暴力侵害，而且侵犯、施暴主体范围存在不断扩大的趋

势。 3.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群众的知情权得不到有效保护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信息公开制度还存在着许多不足

。一是制度设计具有浓厚的政策性特征。二是信息公开的主

体范围与内容狭窄。三是信息公开的渠道少，手段落后，信

息公开的方式也较为单一。四是信息公开缺乏明确的可操作

性规范。目前推行的各种形式的公开只对一些特定的政府信

息进行了规定，且往往处于分散的各自为政的状态，缺乏全

盘规划和部署。五是公民在获得政府信息的程序方面缺乏保

障和救济机制。 4.群众参与舆论监督的动机、目的、方式等

存在不足，流言和民谣较为盛行。一是部分监督主体政治素

质和业务素质不高。个别监督主体把大众传媒当成谋取个人

私利的工具，把舆论监督权当成私人权力，收受贿赂，骗取

钱财。一些监督主体开展舆论监督则是为了泄私愤、鸣不平

，甚至是为了敲诈勒索。少数大众传媒和监督主体对监督事

实和分寸尺度把握得不好。二是监督视野有待拓展。目前，

我们的监督者关注更多的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和关系到自

己切身利益的事，对除此之外的事，往往持冷漠态度。三是

监督方式不够科学。在采访中滥用暗访、偷拍等手段，侵犯

公民、团体和法人的正当权益；甚至越俎代庖，取代执法部

门行使权力。四是乐于运用流言和民谣等形式参与社会舆论

。流言、谣言和各种民谣对社会心理、民众情绪产生极大的

干扰，影响人们的理性判断能力，影响社会稳定。 二、保护



群众舆论监督权的措施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利益关系的进

一步调整，社会上各种热点难点问题还会进一步增多，舆论

监督工作面临的形势将会更加复杂。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

，切实保障群众舆论监督权。 1.完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一

是制定舆论监督法规。我国尚未出台舆论监督法，支持和保

护舆论监督的法律法规机制也不够完善。在专门法出台之前

，可由各地制定保障舆论监督的相关制度和规定，积极探索

从党纪条规的角度完善对舆论监督权利的保障体系，推动舆

论监督保障体系的建设。二是制定信息公开法。实践证明，

我国亟待通过政府信息立法来调整目前公共信息的传播状况

。只有通过法律规定了哪些信息是该公布的、哪些是该保密

的，并承担相应的责任，才有利于民众知情权的实现和更好

地保护国家机密。相关机构应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

定相关法律法规，以使民众的知情权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

信息公开法主要应遵循以下原则：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

以不公开为例外；政府信息面前人人平等；政府拒绝提供信

息，需负举证责任；司法机关具有审查的权力。在信息公开

法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党政机关应进一步发挥职能作用，加

大工作力度，完善政务公开制度，不断扩大政务公开的广度

与深度，用严格的制度措施来保证公开的真实性、全面性和

及时性。 2.营造良好的舆论监督环境。一是健全社会舆论所

反映问题的查处机制。对于社会舆论反映的有关问题，应及

时组织力量或督促有关部门限期解决，并将办理结果及时向

监督主体反馈。同时，对那些利用舆论监督权恐吓他人或因

为监督失当、失实、失误给被监督对象造成严重伤害者，也

应当追究其相关责任。二是健全舆论监督的保护机制。党政



机关要密切关注舆论监督主体在行使舆论监督权利过程中产

生的矛盾问题，正确运用有关党纪法规，及时排除舆论监督

的各种干扰，给监督主体以更大、更多的精神支持和物质鼓

励，以保护群众参与舆论监督的积极性。三是健全舆论监督

的协调配合机制。舆论监督属于非权力型的监督机制，要保

证舆论监督的有效性，必须通过党内监督、司法监督、行政

监督等权力型监督机制的及时介入，相互协调，形成整体合

力，以提高效率。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