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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选举制度与监督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两大支柱。
而在监督制度系统中，舆论监督是我党在倡导政治文明的今天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大任
务。
诚如李元授教授所言：“对于舆论监督能力的强弱，是衡量民主政治建设程度的标志之一；公众运用
传媒表达要求和呼声的经验是社会民主化的尺度。
”据此，我们可以说，舆论监督法治化是现代政治文明与新闻事业健康发展的集中体现与内在要求。
　　近年来，对舆论监督立法的呼声日渐高涨，理论界对此也作出了反应，但从总体上看，其研究尚
停留在起步阶段，有关舆论监督法治化的理论研究成果目前尚未形成系统。
　　唐光怀同志早在2000年攻读湖南师范大学法学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就已将自己的研究目标锁定在
舆论监督法治化领域，在导师蒋先福同志的指导下，发表了几篇有反响的学术论文，完成了硕士学位
论文《关于制定我国（舆论监督法）的法理思考》的写作，并于2003年4月顺利通过论文答辩。
初步尝试的成果，使光怀同志信心百倍，其拓荒的勇气也随之勃发，从此便埋头于这一领域的深入钻
研之中。
2005年10月至2006年6月，光怀同志又成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首位访问学者，因为指导教师是我，故我
们多了在一起阅读、思考、讨论和研究的机会。
光怀同志潜心向学故而谦虚好学，思维活跃故而反应敏捷，其研究潜力和研究能力在舆论监督法治化
的理论领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几年来，光怀同志在这一领域先后获得2个省级课题立项与资助，2个市级重点课题立项。
取得了邵阳市社科成果奖和“五个一工程”奖各一项，在《求索》、《湖南师范大学学报》、《东岳
论丛》、《学术论坛》等刊物上发表相关系列论文20余篇，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呈现在各位读者面前
的这本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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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法制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揭示了舆论监督法的本质、作用、价值以
及舆论监督法律关系，论述了舆论监督法治化的法理依据、现实基础、目标体系、正确路径、基本原
则、法律渊源、伦理维度、国外经验以及舆论监督法在党的领导与新闻政策中的科学定位，并从理论
与实践的双重层面，探究了舆论监督中侵权纠纷处理的几个重大问题，构建了我国舆论监督法治化的
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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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舆论监督坚持党管媒体原则的具体要求　　（一）思想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
　　第一，要着力形成宣传党的指导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强势舆论。
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思想体系的宣传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传统。
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励工作提纲》和1954年《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
就特别强调新闻媒介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进入到关键时刻的2l世纪，仍然要坚持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这不仅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应当担负的责任，也是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者自身实现革命化，提高政治
思想水平的需要。
　　第二，要坚持“二为”方向，大力弘扬主旋律。
主旋律是以我党的指导思想为指针，体现时代精神和社会前进方向，代表人民群众精神世界的主流，
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起着示范和导向作用的时代最强音。
弘扬主旋律，就是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
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
总之，舆论引导要以主旋律为基调，舆论监督要以背离主旋律的言行为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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