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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法治建设为研究视角，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为研究对

象，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纳入法治建设的视阈之中，分析当前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领域法治化建设的现状，明晰在该领域进行法治化建设的重要意

义，提出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法治化、规范化问题。本文认为，新形势

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所面临的新挑战，涵盖“一个认识问题”和 “四个攻

坚领域”。文章强调，必须以坚持党的领导为重点，解决好法治化进程中

的方向问题; 必须以狠抓队伍建设为重点，解决好法治化进程中的主体问

题; 必须以完善法律法规为重点，解决好法治化进程中的依据问题; 必须

以加强社会引导为重点，解决好法治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

【关键词】宣传工作 法治化 依法治国

一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法治化的内涵和意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

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以下简称《决定》) 的出台，引领我国法治建设进入

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社会各个组织、各条战线以及个人都应积极将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落实到当前进行的各项事业与工作中去，其中包括对宣传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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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文化工作的规范和管理。作为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法治化建设，要积极贯彻依法治国的理念，大力倡导和弘扬

法治价值，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开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步入法治化轨道，促进法治理念在全社会的最终普及和落

实。

( 一) 法治的内涵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① 所谓法治，是指一国制

定了良好的、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且在实践中得到人们的尊重和遵守。

具体而言，法治包括: 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

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

我国 1999 年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第五条增加了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把法治作为治

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既是在总结我国几千年治国历史经验，也是在总结新中

国成立以来的治国经验，更是在总结人类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所得出的深

刻结论。世界政治文明史和制度文明史反复证明，依法治国、把法治作为

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保证社会可持续发展，保证人

民幸福和尊严的必由之路。

2012 年 12 月 4 日，习总书记出席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30 周年大

会，并通过重要讲话强调依法 ( 宪) 治国的重要性，提出了 “坚持依法治

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

会一体建设”，② 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就必须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依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以及有关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来展开和推进

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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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正义，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① 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正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法治化的内涵及意义

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基础建设中，法治建设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是

实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规范化、科学化的基石，是保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稳定性、连续性的根本。

1.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法治化的内涵

( 1) 在全社会树立现代的法治价值观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塑造的是人的思想、精神和价值观。法治价值是基

于对法律的信仰，从法律的角度得出对某一事物的判断和看法，既体现了

社会的文明和人的思想文化素质的发展程度，也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

法治作为一种重要价值首次明确纳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构成

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努力实现和巩固的价值目标。② 这不仅标志着法治

理念从一种治国方略具体内化为一个社会内在价值观的追求，而且标志着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价值目标选择的自觉和成熟。“法治”的语言是一种更

为实用、更为通行的文化语言，社会成员内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之间，

更容易在遵守法律和维护法律权威方面取得一致。法治作为一种更为现代

的价值观，其确立是现代社会成熟、定型的重要标志。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致力于塑造现代的法治价值观，巩固人们共同的法治思想基础，这是其价

值目标发展的客观趋势。

( 2) 在法治的轨道内运行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全社会倡导和实现法治价值，应当以法治的思

维、在法治的轨道、以法治的方式展开。

第一，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应当坚持法治思维。法治思维，就是心中有

法，树立法律观念、强化法律意识，始终把 “法”放在心上，真诚地尊重

法律、信仰法律、敬畏法律，自觉地把法律作为处理各种问题的准则。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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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理论、文艺、出版等活动，必须在实践工作中建立有利于实现法治思

维的工作机制，消除与法治思维相悖的落后、腐朽的思维方式，认识到确

立法治思维就是从根本上尊重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权利，维护真正的社会

公平和正义。

第二，思想宣传文化工作应当在法治的轨道展开。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者及其各项活动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做到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各种活动事项、行为、权利、义务、责任

等，应在法律上进行全面、清晰的界定、区分和梳理，使各项工作制度

化、法律化，推进法律实施进程; 对正在实施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方面

的法律要结合实践情况进行完善和补充，使之更加缜密完整; 对于目前

还没有法律调整的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些行为，要加快立法步伐，防

止法律空白。

第三，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应当以法治的方式展开。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的手段必须同时符合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善于运用法律原则、法律制度

对各种手段的运用进行规范化、程序化，善于将各种行之有效的经验上升

为法律法规，善于将党和政府的各种政策、主张变为国家的意志，使依法

办事与执行党和政府的政策一致，使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一致，彰显法治

精神。

2.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法治化的意义

在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稳定进入风险期、社会发展步

入两个“百年目标”阶段，国家治理进入制度现代化阶段，宣传思想文化

法治化具有如下意义:

( 1) 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转型期，各种新老问题相互交织，使得

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维护稳定的重任更加紧迫。如何在推动发展的过程

中有效保持社会稳定，如何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顺利实现社会转型，始终

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着眼于倡导社

会主义法治价值观，弘扬法治精神，提高人的法治思维，完善人的法治人

格，增强人们运用法律武器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

达到深化改革、维护稳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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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需要

当前社会舆论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发展态势，各种观点、思想竞相呈

现，各种主义、思潮迭出不穷，舆论多元化带来了社会的活力、激发了社

会想象力。但是，没有原则的舆论自由也容易引起社会撕裂，分散社会凝

聚力。特别是网络谣言、极端思想和腐朽的价值观的流传和泛滥，不仅毒

害人们的心灵，也危及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在新的环境下，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必须寻求观念创新、手段创新，善于多元中立主导、多样中立共识，

特别要善于运用法治的手段，划定舆论边界、规定舆论底线，用法治手段

统一人们的思想，因为法治的手段相比于其他手段，在统一思想方面最大

的优势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因而更经得起实践检验、符

合公众认知。

( 3) 工作方式、方法创新的需要

重视和实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法治价值，提高全社会的法治精神、

法治思维，反过来促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审视自身工

作，自觉运用法治方式开展工作，不断提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理论水

平，在实践中形成一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增强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不断提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的制度执行力和治理

能力，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更趋成熟、定型。

二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法治化建设的实践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主要是指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主体通过媒介、载

体、平台等渠道传播相关信息给受众 ( 客体) 的所有活动。多数国家都高

度重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法治化建设，但因国情不同，其具体表现形式

有异。总体来讲，各国关于规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法律几乎涉及所有法

律门类，除了在宪法中做原则性规定以外，还辐射到民事、刑事、行政、

经济等具体法律部门。

( 一) 国际层面相关情况

各国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实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域的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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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宪法、法律来规范思想文化宣传工作

宪法 ( constitution) 是近代民主法制的标志，是国家的根本法，或者

被称为最高法、基本法。公民的言论、出版、新闻等表达自由的权利都由

宪法加以规定，属于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法律 ( law) 是以特定领域的社

会关系为调整对象，采取特定调整手段的规范，主要的部门法有民法、刑

法、行政法和诉讼法等。

2. 制定独立的媒介传播法来专门调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域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制定有专门的媒介传播法，各国都把宪法相关规定

作为媒介传播法的最重要的渊源，是各自国家的媒介传播活动根本性的法

律规范。据分析，各国关于媒介的专门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系统

规定新闻事业的基本法律，即确定新闻机构的性质、任务和具体职责，明

确新闻事业与政府、社会和公民个人的关系。新闻法为新闻自由提供了法

律保障，同时也从法律上对新闻自由给予一定的制约 ( 例如法国 1881 年

的《出版自由法》，防止媒介权力滥用) 。另一类是着重规范和管理不同类

型媒介活动的规范性文件，如出版法 ( 报刊法) 、广播法、电视法等。这

类法律性文件主要是调整国家的行政机关与新闻媒介之间的管理和被管理

的关系，有的由立法机构如议会制定，有的则由主管行政机关制定。新闻

传播活动不仅要遵守这些专门法，同样也必须遵守相关一般法，专门法也

可以补充一般法的不足。

3. 以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作为宣传思想文化法治化的补充

各国还注意利用国际条约、惯例作为相关法治的补充。《世界人权宣

言》、①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② 等著名国际人权公约以及各区

域的人权公约中关于保障公民表达自由等基本人权的规定，为各签约国所

遵守。《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③ 等国际版权公约在保障传播活

动中的著作权人权益、促进信息和文化交流有序化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随着新科技的发展和国际联系的日益频繁密切，国际法作为新闻传

播法渊源在相关法治建设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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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国内层面相关情况

在我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法治化主要通过宪法、法律、行政法

规、规章、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及我国参

加或与外国缔结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等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密切相关的

许多法律、法规来实现。具体体现在如下方面:

1. 以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主导来实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法治化

在国家层面实现相关法治首先是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

制定普通法律的法律基础，是我国法律体系的基石。我国现行 《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的主要内容，如关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本

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等，都指导和制约着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传播活

动从内容到方式均不得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

发生抵触。其次是法律，狭义的法律特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

委员会制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分为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

法律。包括: 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调整社会生活中重大社会关

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的法律。部门法对大众传播活动中相关问题进

行了规制，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规定了媒体侵权的构成

和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了网络传播谣言行为的犯罪成

立要件和法定刑等。最后是行政法规，即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的

领导和管理国家各项行政工作的各类规范性文件的总称，其效力和地位低

于宪法和法律，但在我国法律体系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行政法规必须由

国务院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调整思想文化宣传工作的行政法规主要包

括三类，第一类是管理各类媒介的专门行政法规。如，《音像制品管理条

例》①、《电影管理条例》②、《出版管理条例》③、《印刷业管理条例》④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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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8 月 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15 号公布。



这是我国目前传媒管理的主要规范。第二类是对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某一具

体事项进行单项管理的行政法规。如，《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①、《卫星

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② 等。第三类是其他行政法规中与新闻

传播活动有关的规定。例如，国务院制定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③，就政府公开信息的内容、方式、限制以及公民申请公开的程

序和救济途径等做了全面规定，对保障公民知情权、规范相关新闻传播活

动产生有益的影响。

2. 以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为基础来实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法治化

在地方层面，应从以下方面加强相关法治:

( 1) 规章，包括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部门规章是指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所属部委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根据法律和国务院

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的规定、办法、实

施细则、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第一，对行政法规所管理的大众传媒再分类

制定管理规则。例如，《出版管理条例》④ 是管理出版物媒介的，新闻出版

总署又公布《期刊出版管理规定》⑤ 和 《报纸出版管理规定》⑥ 分别就期

刊和报纸的管理做了规定。第二，对法律、行政法规有关规定再制定操作

性的细则。例如，在国务院发布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⑦、《广播电视设

施保护条例》⑧ 基础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制定了更加详细和具体的

操作性细则——— 《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⑨。第三，对法律、行政法

规未涉及的具体事项制定规则。例如，国务院 2004 年发布 《对确需保留

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瑏瑠，将新闻记者证纳入行政许可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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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2000 年 11 月 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95 号公布。
1993 年 10 月 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29 号公布。
2007 年 4 月 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92 号公布。
2001 年 12 月 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43 号公布。
2005 年 9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 31 号公布。
2005 年 9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 32 号公布。
1997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28 号发布，根据 2013 年 12 月 7 日《国务

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2000 年 11 月 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95 号公布。
2009 年 12 月 16 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 62 号公布，根据 2016 年 5 月 4 日《关于修

改部分规章的决定》修订。
2004 年 6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12 号公布。



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制定了 《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①

地方政府规章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政府，根据法

律、行政法规和本地的地方性法规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这些地方性规章

中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的内容，也是我国新闻传播法的渊源。例如，广

州、上海、成都、武汉、杭州等地先后制定了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规

定，大多数规章都明确把 “保障公民知情权”作为指导原则，成为 200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先导。

( 2) 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性法规是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以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

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

要，在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按法定程序所制定的规

范性文件。例如，《河北省新闻工作管理条例》②，是唯一以新闻管理为名

的地方性法规。

( 3) 以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为新探索来实现相关法治。在国际层面为实

现相关法治主要表现为: 我国同外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中与新闻传播

活动有关的规定、我国已加入的《世界版权公约》和 《伯尔尼保护文学和

艺术作品公约》等。

( 4) 有关政策、纪律和职业道德是法治化建设的有益补充。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是在人的头脑里搞建设的工作，建设的是思想、精神、价值

观，其最终要实现的价值体现在人们的头脑里树立了什么样的思想、精神

和价值观。由于法律只能规范行为，不可能规范思想，只能禁止那些危害

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秩序、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等具有社会危害性言论的公

开传播，不可能也不应当去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是非、优劣，因此，在宣

传思想文化领域的各种社会关系中，有的可以用法律规范来调整，还有大

量的则需要党的政策、指示、行业纪律和职业道德来调整。在我国， 《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指明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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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2009 年 8 月 2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 44 号公布。
1996 年 9 月 11 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根据 2002
年 11 月 25 日河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河北省

新闻工作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因此，在长期的工作中，我们坚持

“党管宣传”的原则不动摇，党委及其宣传部门不仅直接实施对宣传思想

文化事业的政治领导，而且也代行政府管理部门的行政管理职权。这也成

为我国宣传思想工作的显著特色。

三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法治化建设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认清新形势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所面临的新挑战，查摆当前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中存在的迫切问题，是研究和探讨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法治化

不可缺少的环节，经过认真梳理，笔者将其概括为 “一个认识问题”和

“四个攻坚领域”。

( 一) “一个认识问题”是厘清法治与党的政策、纪律的关

系问题

《决定》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

先要坚持依宪执政。现行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

和法律的特权。那么，党的政策与法律是否冲突? 是政策、纪律在前，还

是一切以法律为准绳。

事实上，这是一个伪命题，把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对立起来是错误

的。我国法律本身就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法律化、制度化，即使是宣传

纪律和职业道德规范，也都离不开党的政策的指导。新中国成立之后，长

期的做法是党的方针政策一旦形成，无需法律化就可以直接执行，但这既

不利于维护国家法治的权威，也不利于党的政策的执行。因此，近年来，

党的执政方式的一大转变就是凡属重大的政策都要法律化，法治逐渐成为

党治国理政的主要方式。

可见，党的政策是法律的灵魂和基础。严格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依

法司法，就是在执行党的相关政策。通过立法程序，由人民选出的代表反

映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把人民的意志与党的意志融合在一起，通过法律的

形式和载体表达出来，真正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

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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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渠道和手段，处于极其重要

的战略地位，是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

家政治安全。因此，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法治化，不仅要走出法大还是

党大、宪大还是党大的认识误区，而且还要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强化党

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法治化建设的领导地位。认清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中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的关系，不仅是固树立党的领导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之魂，更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法治化建设之魂。

( 二) “四个攻坚领域”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

当前，改革进入攻坚期，各类热点问题相互叠加，各种利益矛盾日益

复杂，各类思想纵横交错。随着互联网、手机、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和新

的传播渠道的广泛使用，传播社会正能量、引领社会思潮的难度加大。与

此不相适应的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突出的问题。

1. 工作理念陈旧亟待扭转改变

主要表现在部分宣传思想工作的管理者、从业者法治意识淡薄，甚至

还停留在认为用一道行政命令、用一篇权威社论、用领导人的一个表态就

可以统一思想的陈旧观念上。以最常见的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为例，媒体开

展舆论监督是代表人民行使监督权，是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但在一些领

导眼里，媒体只能当吹鼓手，不能当批评者，这使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缺乏

有力的保障，监督乏力; 一些领导则担心媒体开展舆论监督或公开批评，

会造成人心动荡，影响社会稳定; 一些领导甚至认为舆论监督，尤其是新

闻批评，会有损党和政府的形象，是给党和政府抹黑，会带来严重的负面

影响。这是典型没有正确认识到宪法、法律和政策、纪律的关系，因而在

实际开展工作中产生偏差。

2. 法律法规缺位亟待制定完善

主要表现在新闻媒体管理等重要领域，还存在一定的法律缺位。《决

定》出台之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域广受关注但多年来一直未有实质性

进展的新闻立法，再次成为焦点。学界、业界都认为，应抓住这一空前契

机加速推进新闻立法，规范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行为，保障新闻媒体和

新闻工作者权利。必须强调的是，新闻立法不是单方面赋予媒体或新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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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采访、报道、评论等权利，并最大程度地限制行政部门制定涉及新闻

事业的规章制度或文件，也应明确其承担的义务，避免滥用权力，防止新

闻敲诈、媒体审判等问题的发生。

新闻敲诈和“媒体审判”是目前新闻行业中较为常见的违法现象。自

2013 年以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查处了多家报纸涉及的严重新闻敲诈

案件，为了坚决遏制新闻敲诈现象的再次发生、进一步规范新闻传播秩序

与促进行业健康发展，2014 年 3 月，中宣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决定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的专项行动，但目前来看，新闻

敲诈现象依然存在。比如，《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涉嫌有偿新闻、《21 世纪

经济报》发行人沈灏涉嫌敲诈等案例，给我国新闻事业蒙上了一层阴影。

3. 新兴领域监管乏力亟待稳固加强

主要表现在互联网、手机终端等新兴领域，还存在监管不到位的问

题。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对信息传播所产生的革命性改变

已无须赘言，但与网络越来越强大的传播功能相比，我们对互联网和移动

终端的监管显然有些跟不上，致使网络杂乱、无序的一面依然存在。目

前，互联网领域最高位阶的法律文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2000 年发布的

《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和 2012 年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

定》。其中，2012 年的文件包括保护公民个人电子信息安全、治理垃圾电

子信息、网络身份管理以及对有关部门的监管等内容。随着博客、微博等

自媒体影响力增强，2011 年 12 月，北京市率先制定并发布了 《北京市微

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规定注册微博账号，制作、复制、发布、传播

信息内容的，应当使用真实身份信息，开创了 “网络实名制”先河。2012

年，“网络实名制”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成为一项前置条件。这些

举措，对规范网络信息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与此相呼应，2013 年 5 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为期两个月的规范互联网新闻信息传播秩序专项行动，重点整治新闻来源

标注不规范、编发虚假失实报道、恶意篡改新闻标题、冒用新闻机构名义

编发新闻等违规行为，依法查处和关闭了一批造谣传谣、因疏于管理造成

恶劣社会影响的网站，公安机关还对在网上编造谣言的人依法予以拘留，

以期营造积极向上的网络舆论生态。2015 年 6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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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制定的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约谈工作规定》正

式实施，规定了“互联网传谣将被约谈”等做法。应该说，这些措施取得

了显著成效，但对于千变万化的网络形态和 “法不责众”的网络暴力心态

来说，网络世界的监管仍显宽松。

4. 法治意识淡薄亟待培育建立

主要表现在群众的权利意识不断高涨，但与之相对应的法治意识、规

则意识、契约精神，却并没有得到显著提升。一些民众一方面迫切要求法

律维护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又不愿意遵守法律，不肯承担应尽的法律义

务; 一方面对自己的合法权利寸步不让，另一方面又动辄以非理性的方式

表达诉求，以非法治的方式维护权益。比如，各地非正常上访、缠访、闹

访的现象屡见不鲜，更在全党、全国召开重要会议、举办重要活动前后集

中爆发，成为社会治理工作的一大难题。

四 加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法治化建设的路径探索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一个从宣传主体的意志出发，借助一定的渠道和

平台，将观念、理念、政策、方针等传播至目标受众 ( 社会群众) ，并对

其施加影响，最后统一思想、达成共识的过程。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法

治化，就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促进法治理念在全社会的最终

普及和落实。因此，必须强调主客观因素的系统性法治化。

( 一) 以坚持党的领导为重点，解决法治化进程中的方向问题

中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形

成的领导地位。推行依法治国，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三者的有机统一。其中，

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具有根本一

致性，是不可分离的，是缺一不可的。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

质的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离开党的领导就会出现一盘

散沙、各自为政的局面，甚至引发混乱和动荡，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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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同时，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执政

党，必须依法执政。不仅通过路线、方针、政策指导法律的修订实施来领

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以实

际行动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

因此，《决定》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和把依

法执政确定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式，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政治

保障。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为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必须讲党性，这是维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权威的要求，也是坚持正确的思想舆论导向，占

领宣传与意识形态阵地的要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保障。这

是大原则，决不能有半点动摇。

( 二) 以狠抓队伍建设为重点，解决法治化进程中的主体问题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有党管，也要有人落实。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法

治化的前提和基础在于引导和提升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从业人员牢固树立依

法治理宣传思想文化事务的理念，努力提升运用法律应对、处理和解决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能力，当好宣传、引导、传播法治中

国的“先行官”。这也是实现法治化的主体保障。

1. 提升自身法治素养

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工作者要把纪律及法律法规学习作为宣传思想文

化战线的必修课，学深学透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 《决定》的深刻内

涵，理解掌握国家的宪法和法律。通过学习，丰富法律知识储备，完善法

律知识结构，打牢履职尽责的法律知识基础，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化解矛

盾、推动创新的能力。

2. 切实履行监管职能

要履行好政策法规的制定者、实施者的职能，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对

宣传思想工作各种活动事项、行为、权力、义务、责任等，从法律上进行

全面、清晰的界定、区分和梳理，使各项工作制度化、法律化。特别是对

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同观点，不能动辄用政治的眼光进行评判，要善于通

过立法建设，将它们“框”起来，让它们在“法”的范围内活动，并且为

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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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正确对待和行使权力

在推进工作时，严格按照法规制度办事，遵循科学的原则和程序，做

到合理合法、有根有据，将依法办事体现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各个领

域、各个环节之中。要建立对宣传思想工作者的法律监督机制，将各种权

力、行为暴露在阳光之下，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出轨、寻租的机会，确保宣

传思想工作者执法公正和队伍纯洁。

( 三) 以完善法律法规为重点，解决法治化进程中的依据问题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在宣传思想工作

中，新闻、理论、文艺、出版等各项活动，媒体、文艺作品、网站、微

信、微博等传播渠道，都必须建立有利于贯彻实现法治思维的工作机制，

消除与其相悖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手段，使其在有法可依的环境下运行。

1. 突出宪法的根本法地位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和最大的法律效力，

既是任何组织和个人的根本行动准则，也是以大众媒介传播活动为主要内

容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法治化建设必须遵行的根本准则。

2. 全面清理过时的法律法规

有的法规制度制定较早，已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 有的与

基层实际结合不够紧密，落实起来难度较大; 有的前后衔接不好，新出台

的法规制度与原有法规制度相互矛盾甚至抵触，对此必须严肃整理、清

除。

3. 加快重点领域立法

主要指新闻立法和网络立法。新闻立法应通过对新闻事业及相关领域

的规定，赋予媒体采访、报道、评论等权利，并最大程度限制行政部门制

定涉及新闻事业的规章制度或文件。同时，指明新闻媒体应承担的义务，

避免滥用权力，防止新闻敲诈、“媒体审判”等问题的发生。如同社会治

理一样，对互联网也应依法管理。要通过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和管控，让正

能量压倒负效应，“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应实施 “依法治网”，加快网

络法制建设的进程，将依法治网作为我国虚拟社会治理的主线和引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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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谋求网络的长治久安。

4. 强调立法的系统性

要深入研究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特性，在立法过程中，既注重实体性

制度的建设，也要有程序性制度，还要有相应的监督制度; 既要重视基本

的法规制度建设，又要重视具体的实施细则; 既要重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法规制度的建立健全，又要注意与国家、地方法律法规的协调配合，使各

项法规制度相得益彰，产生共振效应。

( 四) 以加强社会引导为重点，解决法治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宣传思想工作法治化的

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全社会营造全民守法的良好氛围。

1. 加大普法力度

把守法意识作为现代公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培育，善于运用现

代化的手段，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老百姓听得懂、能接受、愿参

与，激发广大群众学法用法的热情，增进广大群众对法律知识的了解、掌

握和认知。

2. 推进社会道德建设

在全社会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成

为全体公民约束自身行为的共同准则。

3. 全方位发力参与治理

通过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法治创建活动，深化基层组织、部门和行

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发挥市民公约、乡

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建立

健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事务、维护公共利益、救助困难群众、帮教特殊人

群、预防违法犯罪的机制和制度化渠道，并发挥社会组织对其成员的行为

导引、规则约束、权益维护作用等，只有让法治精神成为民族精神，让法

治文化融入社会文化，依法治国才会有更加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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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ule of Law in Publicity，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Work

Yang Dan Guo Jianhua Liu Jieqiong

Abstract: The decision made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on
advancing law-based governance in all respects has been leading China's building
rule of law into a new era. Publicity，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work is among the
significant projects of the nation's overall work. It embodies shaping ideas and
values and exercising law-based thinking and behaving mode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nowadays， the publicity，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work is faced w ith
new challenges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as“a problem of cognition”and“Four
Difficulties” . The paper emphasizes as follows: the key to a right direction of
rule of law is to uphold the unity of the Party leadership; the key to high
competence is to reinforce the teamwork of talent; the key to a solid base is to
improve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key to a better environment is to strengthen
society's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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