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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新闻与司法的关系

[ 作者 ] 张恒 

[ 单位 ] 北京电视台新闻中心 

[ 摘要 ] 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利益保护的天平经常向新闻媒介的一边倾斜，导致新闻实践中强大的媒介经常伤害到法人、公民的基本权

利。因此，需要重构新闻与司法的关系，在它们之间寻找一个新的利益平衡点，以解决保障新闻出版自由与限制媒介滥用权力的矛盾冲

突。 

[ 关键词 ] 新闻;司法;公共利益;个体利益;平衡点

       一、 序言在中国的法学理论和宪法学中，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被视为神圣的“第一权利”写进了《宪法》。尤其是我国目前正在进

行的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也是一个内容和保障因素。具体到用“新闻法”来保护新闻记者的采访活动正是

体现着中国的专家、学者和普通百姓对用法律的手段来保障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权利的热望和积极行动。但是，表达自由永远不可能是绝

对的，不受限制的表达可能与重要的公共利益或个体利益发生冲突。在追求公正与正义的崇高理想中，中国的新闻理论要求赋予新闻媒介

更大的权力，同时，强大的新闻媒介经常与法人、公民的个体权利相冲突。这些冲突给法治建设和新闻工作带来不少困惑。因此，必须对

表达实施限制。以下，我将论述为什么必须对表达实施限制？如何实施限制？表达与限制的临界点在哪里？二、 冲突 1 中国的新闻理

论与法律规定的冲突中国的法律价值与新闻价值的冲突很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在于法律规定与中国新闻理论和新闻机构设置的冲突。

从中国的新闻机构的设置来看，中宣部、国务院直属的和各省市、部委直属的机关报和广播电影电视部直属的广播电台、电视台，是目前

中国新闻媒介机构的主要力量，它们都直接隶属于政府，是事业单位，是政府的媒介或者干脆就是政府。我国指导新闻实践的新闻理论强

调：“我国的新闻事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它起着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桥梁作用。它既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也发出党和政府的

声音。”因此，中国的新闻不仅仅只代表着媒介自身对主体的评价（肯定或者否定），而且还代表着政府对主体的评价（肯定或者否

定）。①  从目前中国新闻机构的设置和新闻理论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新闻实践活动应该带有行政权的成分。根据行政权的定

义，②我们可以看出行政权来源于国家宪法和法律，没有国家宪法和法律的确认或设定，行政权就失去了存在和行使的合理基矗但是，

就目前我国宪法、法律和司法解释来看，只是对新闻媒介机构的民事权做了一些并不是很完整和很明确的规定，对新闻媒介机构的行政权

未做任何规定。也就是说从法律上讲新闻媒介机构没有行政权。 就目前我国新闻实践来看：从新闻媒介机构的角度出发，指导新闻实践

的新闻理论要求两种权利，民事权和行政权；从被采访相对方的角度出发，新闻媒介机构只有平等的民事权。 就目前我国宪法、法律和

司法解释来看：新闻媒介机构与被采访的相对方，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是两个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正是由于指导我

国新闻实践的新闻理论和我国宪法、法律规定的这种冲突，导致了我国目前新闻实践经常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一方面，因为目前我国

新闻媒介机构的从业人员进行新闻采访活动是按照新闻理论去进行的，所以导致这些从业人员在新闻采访的实践活动中认为自己拥有一种

类似行政权的东西而忽视了对被采访相对方权利的尊重，使本来就非常强大的、有“影响”力量的媒介认为自己拥有更大的权力，而滥用

媒介的权力。而另一方面，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普遍加强，导致目前我国新闻实践中新闻媒介机构与被采访相对方的冲突越来越激烈，经

常使新闻媒介机构和被采访的相对方双双陷入尴尬的境地。 2 媒介利益与法人、公民个体权利保护的冲突我们现在必须正视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目前我们所有的人——媒介的从业人员、法官、学者、公众等和目前我国的新闻理论、法学理论所一直没有正视的问题：新闻媒

介不仅仅只有社会效益（公共利益），新闻媒介运作的同时也在追求商业效益（新闻媒介的个体利益）。在所有的大学新闻系，几乎所有

的学生都作过这样的课堂讨论：当有人给编辑部打来电话，说他要跳楼自杀的时候，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他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救自

杀者还是应该去拍摄他自杀的全过程。就在救人和拍摄照片之间，对于一名大众传播媒介的从业人员来讲，存在着一个两难选择。这就是

新闻的逻辑——新闻运作的两个标准，新闻的价值规律和追求商业利益标准。在中国，我们不能否认中国的媒介是一个追求社会效益（公

共利益）和商业效益（个体利益）的组合体。新闻媒介的从业人员对于追求媒介的利润有着共同的利益，实现这一共同利益的基本途径就



是增加销售量（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等），增加销售量的诀窍就是抓住读者的心理、满足其需要，满足读者的需要有多种办法，例如

报道尖锐的政治问题、报道社会热点问题、炒卖奇闻轶事、传播小道消息包括不利于他人名誉的虚伪“事实”和他人的私生活秘密，等

等。如果对此进行简化，我们就会发现，大众传播媒介从业人员为了自己的利益，有时可能不顾他人的名誉保护和隐私保护，传播侵害他

人名誉权、隐私权的事实。 因此，摆在我国法律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就是如何解决目前新闻与司法的矛盾冲突——既保

障新闻出版与言论自由又限制媒介滥用权力，从而保障法人、公民的基本权利。三、重构新闻与司法的关系，在两者之间寻找一个新的利

益平衡点正如我们不能够说明吃饭和穿衣哪一方面更为重要一样，我们也无法说明名誉权、隐私权与言论表达、新闻出版自由的权利哪一

方面更为重要。当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利益在同一场合不期相遇而产生冲突时，就要研究对哪一个进行重点保护、对哪一个予以倾斜、由

哪一个做出让步或者是否二者都做出相同或不同程度的让步。均等的保护不是法律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平衡”。而我们主张的平衡是由

其所根据的利益来决定保护的范围、力度等。以前，我国的法律就法律上的一些具体领域与新闻媒介寻求一种利益平衡的问题做过如下规

定：（1）“真实”就不怕（2）“据官方”可免责（3）大胆去“评论” （4）只须无“恶意” 在以往司法实践中，对于新闻侵权的法律

纠纷，法院一般采取功利主义原则，利益保护的天平经常向新闻媒介的一边倾斜。功利主义的分配正义理论的核心命题是：权利和一切社

会利益的分配必须依据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原则。功利主义的这个原则允许不平等地对待少数人或者牺牲他们的利益（包括他们的生

命），只要这种不平等和牺牲能为多数人带来幸福。③  根据功利主义原则和新闻价值原则，我们主张的平衡应该是由所根据的利益来决

定保护的范围、力度等：如果所依据的是一个重大利益，则给予较全面、较完备、较强力的保护；反之，如果所依据的是一个较小的或者

次要的利益，则给予稍弱的保护，以服务于较重大的利益；如果两种权利的利益基本相当，则主张两种权利利益的协调，对各方都有所限

制，以实现平衡。某一利益是否重大，取决于它对于利益主体的重要性以及立法者的价值观。按照功利主义新闻价值的辩护，媒介具有提

供信息、娱乐、教育等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职能，因此媒介在公布真实的有关公共利益的事宜上受到保护。 1994年12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

法院审结了陕西省宝鸡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职工贾桂花诉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侵害肖像权一案。原告贾桂花认为，北京电影学院

青年电影制片厂和香港银都机构有限公司合作拍摄的故事片《秋菊打官司》未经原告同意，私自拍摄原告的肖像并在该商业影片中使用了

该镜头。影片公开上映后，原告的平静生活不断地被打扰，一些亲友、同事和其他人讽刺、挖苦原告，使原告精神感到压抑，给原告的工

作、生活带来许多麻烦。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认为，保护公民的肖像权，现行法律规定的基本精神是不经本人

同意他人不能以赢利为目的使用公民肖像。而不以赢利为目的，一般也须征求本人意见方可使用，但在一定条件下，即合理范围内，法律

原则中又有直接使用的通例。贾桂花在街道旁摆摊从事个体经营，身处社会公共环境之中，身份明确，形象公开，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

制片厂出于创作的需要，拍摄街头实景将其摄入其中，并无过错。虽有四秒钟形象定格，但摄制组主观上没有恶意，客观上也没有主观渲

染。该人物镜头的拍摄与使用应该列入合理的直接允许的范围。否则，这样的艺术创作活动是根本无法进行的。 ④以上案例是功利主

义和新闻价值原则的典型辩护，在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主张给予公共利益以较强的保护。我同意功利主义与新闻价值原则

的这种利益平衡原则。但是如果我们把现实中正在应用的这种功利主义辩护原则贯彻到底，就会完全背离人们最终坚持的道德、法律原

则，如平等原则、人权原则。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政治哲学家们在何谓真正的民主制度——多数至上主义观点和共同兼顾的观点——

这两种观点之间进行辩论。多数至上主义观点认为：选民的多数派总是握有大权得以做任何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或对他们有利的事。共同兼

顾的观点认为：它强调民主不仅是由多数人所统治并为大多数人利益服务，而且是由全体人民决定并为了全体人民实行统治。共同兼顾的

民主概念，要求每一个公民不仅在统治管理权上拥有平等的地位，而且应受到平等的关注和尊重。这样的民主要求形成一种个人权利制

度，以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利益和需要的完整性。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原来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保护的程度上做一点调整，即减

少一点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增加一点对个体利益的保护。我认为，公民的人格利益一般高于财产利益；公民对于政治方面的利益高于普通

社会利益；而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则具有最高的价值。对于公众人物、公共事物、历史人物的报道、评论等应当给予更多的保护，对于非公

众人物，私人事物，现实生活中的人、法人、自然人的报道、评论等应当更加强调对涉及者的名誉权、隐私权的保护。在上文诉北京电影

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侵害肖像权一案中，我认为原告贾桂花肖像权经济赔偿的诉讼请求不能被支持。在原告贾桂花的经济利益与青年电影

制片厂艺术创作的利益平衡中，我们应该倾向于青年电影制片厂艺术创作的公共利益。但是，在原告贾桂花的人格利益（影片公开上映

后，原告的平静生活不断地被打扰，一些亲友、同事和其他人讽刺、挖苦原告，使原告精神感到压抑，给原告的工作、生活带来许多麻

烦。）与青年电影制片厂艺术创作的利益平衡中，我们应该修正以前功利主义的利益保护原则，向原告贾桂花的人格利益倾斜。因为，青

年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的行为，不仅仅是一种追求艺术创作这种公共利益的目的行为，它同时也是一种追求自身商业利益的目的行为。在



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平衡的关系上，我们不能只强调新闻媒介功利主义的辩护，而忽视新闻媒介自身追求商业利益的一方面。在以前的司

法实践中，原告贾桂花的人格利益被损失，被告青年电影制片厂的商业利益被保护，这样的利益平衡原则应该被修正。在今后的司法实践

中，我们应该把媒介的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分割开来进行利益平衡。某电视台经济栏目的记者化装成客户来到某汽修厂与经理谈修车的

事。这名记者用随身携带的摄像机偷拍下了谈话的全过程。制作新闻的时候，记者做了非常尊重事实的剪辑，未加任何解说播出了这篇报

道。报道对该汽修厂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因为，对于受众心理来说，偷拍这种电视表现方式代表了电视台和政府对首汽公司汽修厂的

否定评价；同时，这种偷拍方式给该汽修厂在同行中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这位汽车修理厂的厂长与作者就这篇报道谈起了中国的新

闻理论和功利主义新闻价值的利益原则与保护自然人、法人名誉权、隐私权的冲突问题。 按照被新闻界认为是主心骨的1998年7月14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和1993年8月7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

若干问题的解答》为新闻媒介进行辩护： 1 这是一篇完全客观、真实的报道。 2 也可以理解这是一篇评论，用电视媒介一种纪实的手

法表现汽车修理厂的服务态度。报道中，作者未加任何解说词，也就无从谈起“侮辱”的言辞。 3 至于“恶意”，中国的新闻媒介是党

和人民的喉舌，具有舆论监督的功能，拥有行政权的成分，他所做的任何报道只可能有错误，而不可能有“恶意”可言。按照修正的利益

“平衡”原则为汽车修理厂进行辩护：首汽公司汽修厂与记者讨价还价的行为是一种纯市场经济行为，是一种毫无公共性质可言的纯民事

行为，而且不是在一种完全的公共性质的场合，而是在法人的办公室内进行。在这种保护法人名誉权、隐私权的个体利益与向公众传达一

种趣味性信息的公共利益的冲突中，我们应该倾向于对个体利益的保护。 综上所述，在新闻与司法的利益平衡中，我们在原来公共利益

与个体利益保护程度的平衡点上做一点调整，重构新闻与司法的关系，在它们之间寻找一个新的利益平衡点，即减少一点对公共利益的保

护，增加一点对个体利益的保护，用法律的手段既保障新闻出版与言论自由又限制媒介滥用权力，以解决新闻实践与司法实践的矛盾冲

突。 [CD10] 注释： ①胡正荣：《新闻理论教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9月，第210页。 ②罗豪才主编：湛中乐副主编：《行

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4页，行政权是由国家宪法、法律赋予的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规范，实行行政管理活动的

权力，是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 ③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12月，第67页。 ④《海淀区人民法

院民事判决书》，1994年12月。参考文献： 1.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12月。 2.［美］J·巴顿·卡

特；朱丽叶·L·迪；马钉J·盖尼斯；哈维·祖克曼：《大众传播法概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8月。 3.沈宗灵主编，张文显副主

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7月。 4.张心保：《名誉权的法律保护》，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 5.徐耀魁主编

《西方新闻理论评析》，新华出版社，1998年4月。 6.［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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