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该 2:

政治文明与新间立法
口钟沛珠 《北京 )

中共十六大再次重申依法治国的基

本方略
.

并且确定到 2 01 0年形成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

这使我想到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
,

应该提到议事

日程了
。

本来
,

新闻立法
,

早在二十年前就提

上了议事 日程
。

十年
“

文革
”

时期
, “

四人

帮
”

无法无天
,

我国的新闻事业横遭摧

残
。

粉碎
“
四人帮

”

后
,

《人民日报》等一些

报纸
,

曾冲破重重阻挠
,

为拨乱反正做出

了贡献
。

但是人们深深感到封建专制和

所谓
“

左
“

的流毒
,

远未肃清
。

新闻界和有

关方面纷纷要求新闻立法
,

以保障新闻

和言论出版自由
。

在 19 78 年的第五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上
,

即

有代表和委员提出要求新闻立法的提

案
。

我到中宜部新闻局工作不久
,

19 83

年召开的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
,

黑龙江

代表王化成
、

王士贞
,

湖北代表纪卓为
,

再次提出要求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

法的建议
。

在 19 82 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二次全

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
,

胡姐邦号召要建

立高度文明
、

高度民主
,

全面开创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

因此当全国人

大把制定新闻法的建议转到中宣部新闻

局后
,

我深感制定中华人们共和国新闻

法是一件大事
。

要使我国新闻事业
,

能适

应建立高度民主
、

高度文明
、

全面开创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需要
,

我感

到新闻局至少要从三方面做出努力
:
第

一
,

要推动新闻观念的改革
,

从单纯为某

种宣传服务的工具
,

改变为为广大人民

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大众传媒 ; 第二
,

从

体制上实现党政分开
,

从新闻传媒由党

统管
,

改为党管宣传思想方针
,

政府保障

新闻事业发展
,

推动恢复政府管理新闻

出版的机制— 新闻出版署 ;第三
,

推动

新闻立法
.

落实我国宪法中早就规定的

人民有言论
、

出版自由的权利
,

保障新闻

自由
。

因此
,

当我接到全国人大转来的建

议后
,

经请求部领导同意
,

就约请全国人

大法制工作委 员会和教科文卫委员会办

公室的同志座谈
,

共同商议筹备制定新

闻法的有关事宜
。

在座谈中
,

大家认为从

新闻工作实践情况看
,

制定一部新闻法

是十分必要的
。

现在记者和人民群众利

用新闻手段发表意见
、

开展批评的权利

有时得不到保障 ;某些新闻报道有诬陷
、

诽谤他人的情况
,

或因报道失实损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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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尾读阅

人的名誉
、

利益 ;报道中泄茸党和国家机

密的事件时有发生 ; 等等
。

同时
,

随着国

际文化交流的发展
,

外国记者在华活动

及国外新闻作品的散发
、

传播也存在不

少问题
。

因此
,

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

法
.

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

保护人民的

言论出版自由权利
,

对加强党国家对新

闻事业的领导和管理
,

对于促进国际文

化交流等都是有益的
。

国际上
,

不少国家都有专门的新闻

法规
。

大家同意由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

牵头
,

成立新闻法起草小组
。

同时大家认

为
,

要有一位德高望 重
、

热心的
、

在新闻

界有影响有经验的同志来领导这件正

作
。

找谁呢 ?大家想到当时任全国人大教

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又是全国新闻学会

联合会会长的胡绩伟
。

他是有五十年工

龄的新闻老战士
,

在《人民 日报》先后担

任副总编
、

总编辑和社长就达三十一年
。

在大家座谈的基础上
,

我起草了一份《关

于着手新闻法的请示报告》
。

报告中阐述

制定新闻法的必要性后
,

提出了三点建

议
:

一
、

由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牵头
,

胡

绩伟同志负责
,

并协调新闻
、

法律等有关

部门同志参加
,

组成起草小组
。

人大常委

会法制委员会和中宣部新闻局积极参加

协助
。

二
、

广泛调查研究
,

收集资料
,

包括

新闻立法的历史和现状
,

各国新闻制度

和新闻法的情况等
,

为起草做准备工作
。

三
、

在进行一段工作以后
,

再向中央

作一次报告
,

请示起草新闻法的指导思

想及一些原则问题
。

这个报告在 198 4 年元月 3 日送给

中宣部领导同意后
,

送给当时中央主管

宣传的胡乔木同志
。

胡乔木对胡绩伟在
“

人民性
”

新闻观等问面上抱有反对的看

法
,

但他还是在 1 月 16 日批示同意了这

个报告
。

报告送给了全国人大委员长彭

真同志
,

他在当天即 1 月 17 日就批示
:

同意
。

这样
,

全国新闻界共同关注的一件

大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的起草筹

备工作
,

在 19 84 年元月就开始了
。

胡绩

伟依靠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文化组的力

t 和借助外单位的力 t
,

开展了四方面

的筹备工作
。

一
、

收集全国人大和全国政

协历次会议上关于新闻立法的提案和发

言 ;二
、

收集我国新闻界
、

知识界和多方

面有关新闻立法的文章和材料 ;三
、

收集

我国历史上新闻法规的文本和世界多国

新闻法文本 ;四
、

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新

闻立法的理论阐明
。

为了增强对新闻法

的研究
,

同年 5 月
,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

员会同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共同组织

了
“

新闻法研究室
” .

设在社科院新闻研

究所内 ;并决定出版不定期的 《新闻法通

领导文幸 / 19



讯》
,

以刊登有关资料和研究成果 ;编辑

出版了两本《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
。

胡

绩伟还带领新闻研究室的同志在北京
、

上海
、

广州
、

成都
、

重庆等地召开了新闻

界和法学界的座谈会
,

广泛听取多方面

对制定新闻法的意见
。

胡绩伟还大胆的

想到
,

要听听处于资本主义制度下香港

新闻界人土对国内修订新闻法的看法
。

在靠近香港的深圳
,

分批约请 20 多位香

港新闻界人土进行座谈
。

香港新闻界的

同行
,

对这一开放
、

开明之举
,

很感振奋
,

也发表了许多恳切的有见解的意见
。

与

此同时
,

新闻法的起草工作也在积极进

行
,

前后拿出了多次草稿
,

到 1 988 年 4

月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草案第

三稿
。

正当新闻法的起草工作有条不紊积

极开展的时候
,

胡乔木对这位主张新闻
“

人民性
”

的新闻老战士
,

却越来越不放

心了
。

当时胡乔木是中国社科院的院长
。

198 5 年 11 月
,

社科院党组按照胡乔木

的指示做出决定
: “
新闻所不再设立新闻

法研究室
” ,

取消起草新闻法的任务
。

成

立新闻研究室
,

是人教科文卫委 员会同

社会科学院共同商定成立的
。

现在社科

院单方面决定取消
,

显然是不合理的
。

新

闻所一再申诉交涉
,

这样拖了几个月
,

到

第二年的四月份
,

胡乔木要他的办公室

打电话告诉社科院办公室
,

说这事找中

宣部解决
。

这
“

皮球
”

最后踢到了中宜部

新闻局
。

我按着当时中宜部长朱厚泽同

志的愈见
, “

新闻法的事
,

既然是定下来

的事
,

就不要因为某老同志一句话就停

下来
” ,

与社会科学院交涉
。

社科院说要

中宣部正式文件
。

我请示朱厚泽
,

给社科

院去了正式文件
: “

中央领导最近再次提

到新闻法制问皿
,

取消为这个起草工作

服务的研究室
,

似不妥
。

还是将起草工作

的机构健全起来
,

积极作好起草工作为

好
。 ”

这样新闻法研究室总算没有被取

消
,

起草工作继续进行
。

到了 1 987 年 1 月
,

我曾多次向中央

建议成立的国务院新闻出版署终于宜告

成立了
。

按照胡乔木的指示
,

新闻出版署

宣布
: “

新闻出版署的主要任务是起草关

于新闻
、

出版的法律
、

法令和规章制度

… …
”

这样
,

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就不再

负贵新闻法起草了
,

只是对新闻立法进

行研究
。

半年后
,

新闻出版署于 198 7 年

7 月拿出了一份 《中华人民 共和国新

闻出版法倦审榔》
。

在听取多方面的意

见后
,

到 1 , 89 年 1月
,

新闻出版署又拿

出了 《新闻法》和《出版法》两个新稿
。

但

是风云突变
,

半年之后发生了
“

六四
”

政

治风波
,

新闻法的起草工作也就完全停

顿下来
。

之后
,

在人大
、

政协和其他会议上
,

虽然还有人一再提出要制定新闻法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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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主阅读

是有关领导部门对此 已毫无兴趣 了
。

199 4年一位主管新闻的副部长公然说
:

“
新闻立法对党和国家不利

,

西方国家也

不是都有新闻法嘛 !苏联东欧搞新闻法
,

搞得国家一片混乱
。

搞新闻法
,

还要宣传

部干什么 !
”

这位高官的这番高见
,

的确

可以使许多人的头脑冷静下来
。

我国新

闻法的起草工作
,

所以遇到重重阻力
,

以

至二十年来处于难产
,

原来在思想上有

很多问题需要澄清
。

而要澄消这些问题

需要学点国际知识和当代政治文明常

识
,

如
:

为什么要有新闻法? 怎样的新闻法

对谁有利
,

对谁不利?

党的宣传部是干什么的 ? 有了宣传

部是否就可以不要新闻法 ? 世界上哪样

的国家是有宣传部而不要新闻法的?

苏联东欧是怎样出现
“

国家一片混

乱
”

的芬是因为有了新闻法出现混乱
,

还

是因为原来存在
“

无法无天
”

(如戈尔巴

乔夫大讲
“

公开性
”

时苏联没有新闻法
,

后来乱了套才想到修订新闻法 )?

为什么西方有的国家有成文法
,

有

的国家没有成文法而是按判例行法的夕

是不是没有成文法的国家就不是依法治

国
,

而可以按粉某个领导部门 (如宣传

部 )的长官意志行事
,

以官治国
,

可以不

讲宪法规定的民主 ?

俱往矣
,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
。

党的十

六号召我们要往前看二十年
: “

综观全

局
,

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
,

对我国来说
,

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 。

我们要在这期间

“

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 口的更高水平

的小康社会
”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目

标
,

不光包括经济方面
,

还包括
“
社会主

义民主更加完善
,

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

备
,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
,

人

民的政治
、

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林

重和保障
” 。

因此
,

制定保障人民新闻自

由权益的 中华人 民共和国新闻法正 当

时
。

新闻立法正当时
,

是因为我们在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做了大 t 制定新闻

法的基础工作
。

完成新闻法的制定工作
,

是顺乎民心
,

驾轻就熟
,

顺理成章的事

情
。

新闻立法正当时
,

是因为经济全球

化在迅猛发展
,

科学技术在迅猛发展
,

互

联网已成为全球网络
。

我国已经加人世

界贸易组织
,

我们已面对作用于传媒的

国际因素的诸多挑战
。

闭关锁国已经是

不可能了
。

要与国际接轨
,

在国际竞争中

争得主动
,

而不被边缘化和淘汰
,

就必须

制定能适应现代化社会需要和应对全球

化挑战的新闻法
。

新闻立法正当时
,

那么是否还有什

么思想问题需要解决的呢奋我想起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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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闻法时
,

一位高级权威说过的话
:

“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
,

制定了一个新闻

法
,

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
,

抓

它的辫子
,

钻它的空子
。

现在我们当权
,

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
.

免得人家钻我

们空子
。

没有法
,

我们主动
,

想怎样控制

就怎样控制
。 ”

这的确是需要解决的根本

问题
:
作为执政的共产党

,

是站到原来国

民党反人民的立场上去
,

千方百计地来

限制
、

控制人民的民主权利呢 ?还是执政

为人民
,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

千方百

计地来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

依法治国
,

保障新闻自由?

行文至此
,

看到报载国家新闻出版

署副署长柳斌杰的谈话
,

他指出
: “
新闻

出版行业思想解放还不够
,

影响了新闻

阅谈 3 :

出版业的发展
。

目前还是管得过死
,

干涉

过多
,

缺乏产业意识
,

市场秩序不好
。 ”

他

预言
: “

今后三到五年是关键时期
。

搞得

好
,

我们的新闻出版业增加了活力
、

壮大

了实力
、

提高了竞争力
,

就能和西方发达

国家的跨国公司一起竞争 ;搞不好
,

会很

被动
。

市场竞争不同情弱者
,

我们应当有

一种紧迫感
。 ”

这样高眩远瞩的分析
,

是

令人鼓舞的
。

但柳斌杰又顾虑新闻法
“

过

早出台可能不利于新闻传播的发展
。 ”

任

何立法
,

要求一步到位
,

十全十美是难以

做到的
。

但是有法总比无法无天
,

或以人

代法要好
。

只要我们本粉他谈话中强调

的
“

解放思想
,

与时俱进
” ,

我们终能制定

出适合我国国情能保障人民言论新闻出

版自由的新闻法
。

对宪政恤设晌一点怪议
口冯兰劝 《北京 )

今年春夏
,

SA R S肆虐
,

其间一段 日

子颇为紧张
。

现在疫情已经遏止
,

是应该

冷静地思考一番的时候了
。

教训之一是制约与监督不力
。

我国

没有建立起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制约和

监督制度
,

缺少分权制衡机制
。

政府权力

高度集中
,

可以为所欲为
,

也可以
“

不作

为
” ,

人民代表大会作为监督机关都不说

话
,

老百姓其奈我何 ?我国宪法规定
: “

中

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 。 “

人

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 ” “

人民

依照法律规定
,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
,

管

理国家事务
,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

管理

社会事务
。 ”

这就是说
,

中华人民共和国

“

主权在民
” ,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

由人民

当家作主管理国家事务
。

通过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选举各级政府
.

对政府机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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