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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媒体时代新闻的真相和价值在网络世界中被解构和重构，发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思想宣传工作中的

引领作用，对于筑牢意识形态阵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产生的条件，一是基于19世
纪欧洲政治经济环境的催化作用和启蒙运动等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二是基于人类交往理论的影响，《莱

茵报》时期的“人民报刊”思想和新《莱茵报》时期“党报思想”的萌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初步形成。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主要包括新闻党性观、新闻真实观、新闻正义观、新闻人才观等四个方面。马克思主

义新闻观在当代具有独特的价值，其对当代新闻宣传工作的启示主要表现在：一是新闻宣传要坚持党性

原则，加强舆论引导；二是新闻宣传要坚持以人为本，遵循新闻规律；三是新闻宣传要加强舆论监督，

关注网络民意；四是新闻宣传要强化阵地意识，发扬斗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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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uth and value of news in the era of self-media are deconstructed and reconstructed in the 
online world,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Marxist news out-
look in ideological propaganda work. The conditi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Marxist outlook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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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ism are, first, based on the catalytic effect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in Eu-
rope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atmosphere such as the Enlight-
enment, and second, based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theory of human interaction, the germination of 
the idea of “people’s newspaper”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heinische Zeitung” and the “idea of the 
party newspaper”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new “Rheinische Zeitung”, and the Marxist concept of 
journalism was initially formed. The Marxist outlook on journalism mainly includes four aspects: 
the outlook on news party spirit, the outlook on news truthfulness, the outlook on journalistic jus-
tice, and the outlook on journalistic talents. The Marxist concept of journalism has a unique value 
in contemporary times,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ontemporary news and propaganda work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news propaganda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s of party 
spirit and strengthen the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Second, news propaganda should adhere to 
the people-oriented principle and follow the laws of journalism; Third, news and propaganda should 
strengthen 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 and pay attention to online public opinion; Fourth, in the 
press and propaganda,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awareness of the position and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strug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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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媒体技术更新迭代，我国社会思潮纷繁复杂，在信息时代背景

下，意识形态领域暗流涌动，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建设面临严峻挑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马克思主义

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科学的理论内涵、正确的价值导向以及与时俱进的内在品质决定了它不仅

是传统主流媒体新闻舆论活动的理论基础，而且对当前网络新媒体环境下的舆情管理也同样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强调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它认为新闻不仅是

传递信息的工具，更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教育人民的重要手段。因此，新闻工作应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舆论导向、价值取向、文化定力，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全球化和网络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各

种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交流互鉴，也相互碰撞。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助于新闻媒体树立正确的舆

论导向，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倡导新闻报道要深入实际、深入生

活、深入群众，这要求新闻工作者不断提高业务素养，增强报道的深度与广度，从而提升新闻传播的整

体质量。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能够加强媒体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促使他们在新闻报道中更

好地服务于公众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公平正义。 
当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面临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诱惑、网络空间的舆论多元化等挑战。对此，

需要从加强理论研究、完善法规制度、提高新闻工作者素质等方面入手，确保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新时

代的发展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对于指导当代新闻传播实践、构建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促

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我们应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的研究，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推动我国新闻事业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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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产生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9 世纪中叶，基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和对资本主义社会深刻

的批判分析所提出的新闻理论。该理论不仅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媒体发展，也对全球新闻传

播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2.1.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产生的历史背景 

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是可以凭空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产生离不开政治经济环境的催化。19 世

纪初，欧洲经历了工业革命，机器生产逐步取代手工劳动，生产力得到极大提升。然而，随着资本主义

的发展，劳动异化现象日趋普遍，工人阶级遭受严重剥削，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这种社会经济背景下，

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关注并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冲突，新兴阶级和旧制度之间的碰撞，激发

了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腐朽压迫制度的决心，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形成是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事

业一同成长起来的。英国的工人阶级先后创办了《各行业新闻和工匠新闻》《贫民导报》等报刊，世界上

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正义者同盟”也创立了《德国青年的呼吁》，19 世纪中期的无产阶级已经意识到

要通过舆论力量来为自己争取合法权益。启蒙运动推动了科学与理性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提供

了宽松的社会氛围。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马克思的思想形成具有重要影响，马克思

通过批判吸收和创新性转化这些哲学思想，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启蒙运动带动了思想

文化领域的繁荣，助推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新闻业开始兴起，新闻自由和舆论

监督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马克思认为，新闻不仅是信息的传播工具，更是社会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

地[1]。他主张新闻应揭示社会真相，反映人民声音，反对资产阶级利用新闻进行意识形态控制。 

2.2.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产生的理论渊源 

2.2.1. 人类交往理论 
在现代社会，新闻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对公众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塑造具有深远影响。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形成，不仅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媒体的批判，还深受交往理论的影

响[2]。交往理论由哈贝马斯提出，强调语言和沟通行为在社会互动中的核心作用。该理论认为，通过理

性沟通，个体能够达成理解与共识，进而促进社会的合理化发展。交往理论突出了主体间性的重要性，

主张在公共领域中实现自由、平等的对话。交往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影响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交往理论提倡的主体间性，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提供了新的视角。新闻工作者不仅是信息的传递

者，更是社会对话的参与者。这种观念促使新闻工作者更加关注受众的需求和反馈，推动了新闻报道方

式的创新。其二，交往理论中的理性沟通原则，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新闻机构

开始重视构建平台，鼓励不同声音和观点的交流，以期达到更广泛的社会共识，这种沟通模式有助于提

升新闻报道的深度和广度[3]。其三，交往理论强调沟通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这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对

真实性和客观性的追求不谋而合，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新闻工作者更加注重事实的核实和报道的全面性，

努力消除歪曲事实的媒体报道，提高新闻传播质量。 

2.2.2. 《莱茵报》时期的“人民报刊”思想的萌芽 
《莱茵报》时期的人民报刊思想反映了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新闻观念，体现了他对自由报刊与人民之

间关系的早期理解[4]。《莱茵报》作为 19 世纪德国的一家进步报刊，它的存在本身就体现了当时社会对

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渴望。在那个时期，德意志各邦国正处于动荡之中，人民对于政治参与和社会变

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背景下，《莱茵报》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舆论平台，它不仅报道新闻，更是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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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民众的声音，反映了社会的需求和矛盾。在 1842 至 1843 年间，马克思阐述了他的人民报刊思想，这

一思想在德国资产阶级争取出版自由的背景下形成。马克思认为，报刊应当成为介于政府和人民之间的

“第三个因素”，既是政治因素又是市民因素。他强调报刊应表达人民的普遍意志，沟通人民与外界的

联系，并促进人类社会的文化发展。马克思在《莱茵报》担任编辑的新闻媒体工作的实践中，逐渐形成

了他的人民报刊思想，这一思想的核心在于，报刊应当成为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马克思认为，

报刊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者，更应是社会舆论的引导者和民众诉求的表达者，这种观点强调了报刊与人

民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报刊的力量来源于它能够触及并表达人民的实际需求和普遍意志。 

2.2.3. 新《莱茵报》时期“党报思想”的转变 
马克思、恩格斯在 1848 年创办的新《莱茵报》被列宁称为“革命无产阶级最好的机关报”，新《莱

茵报》时期“党报思想”的转变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政治环境的变化、编辑团队的更迭

以及读者需求的转变[5]。这一转变不仅标志着《莱茵报》自身定位的重大调整，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

动态的一个重要侧面。通过分析这一历史事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媒体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

党报在政治宣传中的重要作用。新《莱茵报》时期“党报思想”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从商业

报刊到政治报刊的转变。《莱茵报》的内容开始更多地关注工人阶级的利益，报道工人阶级运动和社会

主义理论。二是编辑方针的改变。编辑团队开始由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组成，他

们推动了报纸内容和立场的明显左倾。三是读者群体的变化。随着内容的转型，原有的中产阶级读者逐

渐流失，而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支持者成为主要读者。四是功能的转变：从单纯的信息传播工具，变为

宣传党的政策、团结教育党员和群众、动员社会运动的平台[6]。新《莱茵报》的转型不仅在当时产生了

重要影响，而且对后来的党报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它为党报如何服务于政治目的提供了范例，同时也

展示了媒体如何在政治斗争中扮演关键角色。 

3.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哲学内涵，其主要包括新闻党性观、新闻真实观、新闻正义观、

新闻人才观等四个方面，其科学的理论内涵、正确的价值导向以及与时俱进的内在品质决定了马克思主

义新闻观在 21 世纪的今天依然具有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3.1. 新闻党性观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新闻事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新闻媒体被视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核心功能之一便是传播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原则[7]。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党性观是在这一理论背

景下形成的，它要求新闻媒体不仅要客观报道事实，还要从党的立场出发，传达党的政策和主张。新闻

党性观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意识形态与新闻传播。马克思主义认为，新闻媒体是意识形态

的传播工具，它能够影响公众的思想意识和社会行为。因此，新闻媒体应承担起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责任。二是新闻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指出，新闻不仅仅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它还代表了一定阶级

的利益和观点。党报作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喉舌，应当明确站在党的立场上，宣传党的理论和政策。

三是党性原则。马克思主义新闻党性观强调，新闻报道应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即党的方向，确保信息

的传播与党的总体目标和策略相一致[8]。马克思主义新闻党性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新闻领域的具

体应用，它要求新闻媒体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目标，坚持党的立场和原则。 

3.2. 新闻真实观 

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新闻作为传递信息和知识的重要手段，其真实性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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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关注。马克思主义新闻真实观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科学的分析框架和实践指导，强调新闻报道应客观

反映事实，服务于社会发展与进步。马克思主义新闻真实观认为，新闻的首要任务是忠实地反映客观事

实。这要求新闻工作者必须坚持事实的真实性原则，摒弃任何形式的主观臆断和虚假报道。马克思曾指

出，报刊的本质是社会舆论的工具，它应当揭示社会的真实面貌，而不是歪曲或美化现实。这种观点强

调了新闻工作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即通过真实的报道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

真实观在实践中的应用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它要求新闻工作者具备严谨的职业态度和高度的职业道

德，确保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其次，它倡导新闻机构建立健全的新闻审查机制，防止不实信息

的发布和传播。最后，它还鼓励公众参与监督，形成对新闻真实性的社会共识和压力，共同维护良好的

新闻舆论生态[9]。马克思主义新闻真实观的核心在于追求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和社会责任性，它为我

们理解和把握新闻工作的本质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坚持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新闻真实观，不仅有助于提升新闻报道的质量和水平，也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重要

力量。 

3.3. 新闻正义观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新闻媒介已经成为社会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然而，在商业化、市场化

的大潮中，新闻业面临着诸多道德和正义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是强调新闻的社会责任和公

共利益[10]。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多个场合批评了资产阶级新闻媒体的偏见性和狭隘性，主张新闻应当服务

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传递真实、客观的信息，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因此，新闻正义不仅仅是报道

事实，更是以公正、平等的态度对待所有信息和受众。依据马克思主义新闻正义观，新闻实践应当遵循

以下原则，一是真实性原则，新闻报道必须基于事实，避免任何形式的虚假和误导。二是全面性原则，

新闻媒体从业者应当从多角度、多方面报道事件，给予不同立场和声音合理的表达平台。三是公正性原

则，新闻媒体从业者在报道中保持中立，避免因个人偏好或外部压力导致内容的偏颇。四是公益性原则，

新闻不仅要关注经济价值，更要关注其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贡献。马克思主义新闻正义观为我们提供了

一种科学、合理的新闻生产和传播理念。在当今复杂多变的新闻环境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正

义观，对于提升新闻质量、构建健康的社会信息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应积极作为，

通过不断优化报道手段和提高职业素养，推动新闻业的正义与进步，最终实现对社会的真实、全面、公

正的报道，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与发展。 

3.4. 新闻人才观 

网络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改变了媒体形态，拓展了舆论空间，增进了意愿表达，对传统的舆论格

局和传播理论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新闻人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技能更新的压力、职业道德的冲突以

及社会责任感的缺失等。马克思主义新闻人才观，探讨了新闻人才的培养与发展，强调了在现代新闻传

播环境下，如何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人才观对新闻人才进行培养和塑造，旨在为新闻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

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11]。依据马克思主义新闻人才观，新闻人才的培养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全人教

育原则，新闻传媒人才的教育应注重知识、能力与品德的全面培养，促进个体的全方位发展。二是实践

导向原则，优秀的新闻宣传人才的培养，要通过大量的新闻采编工作实践，提升新闻人才的实战能力和

职业素养。三是创新培养原则，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鼓励创新思维和创新实践，培养能够适应新媒体环境

的创新型人才。四是社会责任原则，强化新闻人才的社会责任感，使其在追求职业成就的同时，关注新

闻报道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新闻人才观为新闻教育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在新时代背

景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人才观，对于提升新闻行业的整体水平、促进社会的信息健康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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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更多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新闻人才、对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当代价值 

在信息时代背景下，新闻传播的快捷性与广泛性日益凸显，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指导新闻传播

实践的重要理论，其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部分旨在探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 

4.1. 新闻宣传要坚持党性原则，加强舆论引导 

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背景下，新闻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对于社会稳定、文化传承与价

值观念的塑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新闻宣传工作要坚持党性原则，加强舆论引导，这不仅是对媒体职

责的明确要求，也是确保社会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措施。党性原则是新闻宣传的核心和灵魂，它要求新

闻工作必须坚定政治立场，维护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确保所有报道都符合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

坚持党性原则，可以有效保证新闻报道的正确导向，防止错误思潮和有害信息的传播，维护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12]。在全球化和网络化的背景下，舆论环境日趋复杂多变。加强舆论引导，能够

更好地凝聚社会共识，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与传播。通过正确的

舆论引导，可以有效应对各种负面信息的冲击，保护人民群众的思想不受侵蚀，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坚

持党性原则，加强新闻舆论引导，是新时代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遵循。只有不断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质

量和水平，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思想

保证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4.2. 新闻宣传要坚持以人为本，遵循新闻规律 

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传统新闻宣传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新闻宣传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

则，遵循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这不仅是对媒体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新闻传播效果、增强公众认

同感的关键举措。以人为本是新闻宣传的核心价值取向。它要求新闻报道应始终围绕人民群众的利益展

开，关注民生、反映民意、解决民忧[13]。这种导向不仅有助于建构积极健康的舆论环境，而且能更好地

发挥新闻媒体在社会教育、信息传播和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新闻规律是新闻宣传应遵循的基本规范和操

作原则，包括真实性、及时性、公正性等。遵循这些规律，可以保证新闻报道的权威性和可信度，是提高

新闻宣传效果的基础。遵循新闻规律，也有助于建立新闻媒体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为社会稳定和谐

提供支持。落实以人为本的新闻宣传规律，需要强化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培养新闻工

作者深入人民群众、倾听民意的职业习惯，确保报道内容客观公正地反映社会现实。新闻机构应关注普

通人的日常生活，报道更多有温度、有深度的人文故事，提升新闻报道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4.3. 新闻宣传要加强舆论监督，关注网络民意 

在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下，新闻媒体逐渐成为塑造公众意识形态、引导社会舆论的重要力量。在此

背景下，新闻宣传的角色也愈发重要，特别是其在加强舆论监督和关注网络民意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

舆论监督是媒体的一项基本职责，它通过监督报道揭露社会问题、批评不良现象，对权力进行制约和平

衡。在新闻宣传中加强舆论监督能够促进政府和企业的透明度，推动社会治理的改进，维护公众利益。

此外，健全的舆论监督机制是提高政府公信力、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

及，网络已成为重要的舆论场，网络民意可以迅速聚集并影响公众情绪和行为。新闻宣传关注网络民意，

有助于实时把握社会脉动，更准确地反映民众诉求和社会问题。同时，关注网络民意也是新闻宣传工作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原则的体现，有利于提升新闻宣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14]。在新闻宣传中

加强舆论监督和关注网络民意，对于构建开放、透明、健康的舆论环境至关重要。这不仅有助于新闻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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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履行社会责任，更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维护公共利益的有效途径。 

4.4. 新闻宣传要强化阵地意识，发扬斗争精神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新闻宣传作为塑造国家形象、引导公众舆论、传播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手段，其作用和影响不容忽视。为了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新闻宣传需要强

化阵地意识和斗争精神。这不仅是对新闻宣传工作提出的高标准，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战略要求。阵地意识是指新闻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必须坚守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在

多元信息交流的今天，强化阵地意识可以帮助新闻媒体牢固占据信息制高点，有效传播党和政府的声音，

引导公众正确理解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强化阵地意识还有助于抵御错误思潮的侵蚀，维护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安全[15]。斗争精神是指在新闻宣传中坚持真理、批驳谬误、敢于亮剑的精神。新闻宣传发

扬斗争精神，不仅可以提高媒体的战斗力和影响力，还可以有效应对外部不良信息的渗透和挑战，捍卫

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和稳定。通过不断斗争，新闻宣传能够更好地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

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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