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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文明与媒体权利

■ 李向阳

奎鱼堕；迨这迨塞塑生搓签壑型l盔重圜

【内容摘要】 本文从政治上层建筑与传媒变革之间的互动关系切入，认为执政党的执政转型与公民

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彰显，为新闻传播机构的价值回归与权利实现提供了历史前提；

而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则为释放新闻传播机构的潜能与激发新闻传播机构的文化自觉创造了条件。

新闻传播机构的价值回归与文化自觉，主要体现在公共表达、舆论引导、社会守望、新闻监督等方面。

这在逻辑上也就提出了一个媒体权利及其实现的问题。而政治民主的发展，对媒体权利及其实现的呼

唤——特别是对新闻法治的呼唤，又远比在理论上的逻辑分析显得更为尖锐、更为迫切。关键在于要

有一个符合国情的媒介制度设计及对媒体实行多元共治的内外治理。

【关键词】 政治文明；媒体权利；媒介制度

我国新闻传播机构的制度变迁，既是对经济基础

变革的反映，又是政治上层建筑变革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其中尤其是执政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④的

转变，对新闻传播机构的制度变迁有着全面、深刻而

直接的影响。从这个角度切入，也就抓住了新闻传播

机构制度变迁的“牛鼻子”。而传播制度的每一步创

新，又反过来推动、影响着政治文明的发展。

以执政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为标志，我国社会主

义政治文明的发展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可以

预料，新闻传播机构的权利实现也必将进入又一个全

新的阶段性时期。

“平行四边形的力”，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改革蹒跚前

行。而几乎每一种元素或力量，都想对包括新闻传播

制度在内的政治文化的变迁留下自己的投影。其中，

执政党的执政转型则借着思想解放、网络传播技术以

及中外新闻传播机构之间的竞争合作等力量，或推

动、或倒逼、或旁敲侧击，对政治文明发展、特别是

新闻传播机构制度变迁的影响最大，也最为直接。市

场及其意识形态也有相当的发力，甚至一度在相当程

度上冲击了新闻传播机构的公共性重建，但在社会主

义基本制度的运行规则之下，终究只能被置于从属的

地位。

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新

一、执政转型与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 闻传播机构的改革发展，基本的问题是要解决好公共

和监督权的彰显 物品及其服务的生产、提供不足(质次量少)，与发

在当代中国，执政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两个 展乏力这样两大根本不同性质的问题。公共物品及其

“根本转变”∞与市场经济的引入，导致了政治文化的 服务的生产、提供之所以不足，有历史的原因，即基

全面转型，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③的发展开始走上了 础差；也有制度性的原因，即长期忽视人民群众包括

一条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共同推进及其多种形式综合 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在内的民主权利，

的道路。④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坚持党的领导、 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发展乏力，则主要缘于内外激

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犹如一盏明灯，照 励之不足。

亮了政治发展的道路。 民主历来具有多重的性质，既是国家制度，又是

应该说，30多年来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演进， 政治生活与人格修养，是道德价值、工具价值与制度

呈现出一幅纷繁复杂的图景。有稳健坚忍的诸多改革 价值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深入分析

举措，也有突发事件接二连三的倒逼应对；有深思熟 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之后，明确指出议会制民主不可

虑且呈逐步扩大的试点试验，也有莫衷一是、风云诡 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

谲的激辩纷争；有步步为营，也有步步惊心；有顺风 制度基础，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顺水，也有潜流湍急⋯⋯市场的、文化的，民族的、 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多种

区域的，友善的、敌对的，境外的、境内的——种种 形式的基层民主制度等。党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己

元素、力量、潜能的重迭交叉与反馈感应，形成了 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改革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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