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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隐性采访法律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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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采访，是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等记录方式，或者隐瞒记者身份以

体验的方式，或者以其他方式，不公开猎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而并未披露的新闻素材的采访形

式。从新闻实践来看，这种采访方式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增强了舆论监督的力度，从而受到

了社会的普遍欢迎。 

隐性采访的合法性问题   

从我国目前的法律来看，并无明文禁止隐性采访。而隐性采访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的一项积极的

活动，既然法无明文禁止，其存在便应当视为允许。无论隐性采访是通过偷拍、偷录方式进

行，还是记者隐瞒身份进行体验式采访，只要这种采访方式不侵害法律特别保护的利益，便不

存在问题。 

在我国，对新闻工作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规定，“维护宪法

规定的公民权利，不揭人隐私，不诽谤他人，要通过合法和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尊重被采访

者的声明和要求”。记者进行隐性采访，“公共场合”、“社会事务”、“公众利益”等概念

是至关重要的。我国目前对隐性采访的行为方式及性质并无明确的法律界定，但并非完全没有

合法性依据——宪法赋予人民的参与社会管理、监督国家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利均可解释

某些隐性采访行为的“合法性”。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国强调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

则是排斥“公众人物无隐私”的，我国法律虽不禁止隐性采访，但新闻记者应注重公共事务和

公众利益，避免追逐影视、体坛明星等公众人物个人私隐的不良倾向。 

隐性采访可能侵害的利益 

有利益便会有利益冲突，隐性采访作为以实现一定利益为目的的活动，同样可能与其他法律保

护的利益发生冲突。隐性采访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和某个社会群体或者个体利益均有

可能构成损害。对前者，可能出现的问题是损害国家保密法规及刑事法律保护的某些特殊利

益，严重的甚至可能构成犯罪，如非法持有国家机密、非法获取国家秘密，非法使用窃听、窃

照专用器材；而对后者，可能出现的问题则是损害民事法律保护的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我

国法律未将隐私权作为一项单独的民事权利予以规定）以及法人的名誉权及商业秘密等民事权

利。因进行隐性采访而构成非法持有国家机密，非法获取国家秘密，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

器材等侵害国家保密法规和刑事法规保护的利益的案例以及侵害商业秘密的案例，目前国内较

为少见，但必须引起新闻从业人员的注意。而因新闻报道导致名誉侵权的案例则不胜枚举。 

隐性采访涉诉之抗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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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涉诉，通常是被诉名誉（含隐私）侵权。对公民及法人的名誉权（我国法律没有将隐

私权作为一项单独的民事权利予以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宣扬他人隐私的行为作为

侵犯名誉权的一种形式），我国民法通则是这样规定的：“公民和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

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同时，《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这样规定：“以书

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

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以书面、口头等形式诋

毁、诽谤法人名誉，给法人造成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法人名誉权的行为。”另外，《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

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

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侮辱或者诽谤他人，损害他人名誉的，应

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者以书面、口头形

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损害他人名誉权处理”；“因新闻报道严重失

实，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

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的，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下，隐性采访作为一种新闻采访方式，本身并不

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只有将采集到的素材形成新闻，并通过媒体报道，予以传播，才可能侵

害名誉权。当然，记者采访的目的是为了传播，隐性采访亦然。 

从有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来分析，并结合司法实践，隐性采访可能引发的诉讼大致有两种

情形：一是采集素材不实，最终引起新闻报道失实；另一情形是采集素材涉及公民隐私。根据

我国目前的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上述两种情况都只有在采集到的素材已实际传播时才可能构

成侵权。因此，采集到的素材未形成新闻报道，并未实际传播，将是隐性采访不构成侵权的第

一抗辩理由；若已实际传播，任何情况下，主张侵权者并无名誉被损害之事实、隐性采访及传

播行为不违法或者虽违法但该行为与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隐性采访者和传播者主观上并没

有过错，均构成隐性采访者和新闻传播者的抗辩理由。具体而言，对报道失实名誉侵权诉讼，

新闻报道涉及的素材真实或者基本真实，且没有侮辱他人人格及诽谤的内容，将是采访者和新

闻传播者基本的抗辩理由。如果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媒体提起名誉侵权诉讼，即使新闻

报道存在失实问题，行使批评、建议权，不存在捏造事实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等等，都

可成为媒体及新闻采集者不承担侵权责任的抗辩理由。对隐私权和名誉权的侵权诉讼，报导素

材事关公众利益、公共事务，不属隐私；或者虽属个人隐私，但关乎社会利益且并未不当传

播，新闻报道属正当舆论监督等，均为新闻采集者及媒体的抗辩理由。 

隐性采访引发名誉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问题  

在新闻报道名誉侵权案中，新闻采集者及媒体负有证明报道所涉素材属实、不构成名誉侵权的

责任，这就存在一个举证责任的问题。对隐性采访来说，以录音录像等器材完成采访的采访

者，举证问题一般不大；对以体验方式完成的隐性采访，没有录音录像等素材，仅作文字记录

或者没有任何记录的隐性采访者，则将可能存在举证不能的问题，除非采访对象愿作证人（在

对知情人甚众的事件性新闻进行隐性采访时不难做到），否则，败诉的风险将是很大的。如何

应对诉讼中的举证，应当是记者尤其是文字记者在进行隐性采访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目前，隐私权问题正受到普遍的关注，将隐私权作为独立的民事权利进行保护，在我国也许是

迟早的事。新闻界在顺应潮流，尊重个人隐私权的同时，必须高举维护公共利益的大旗，强化

舆论监督，强调言论、新闻出版自由在建设民主法制国家进程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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