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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隐性采访作为采访手段中特殊的一种，已被我国新闻实务界所广泛运用在社会新闻

采写等领域。其兴起源于新闻价值观的突变，也同时在新闻工作者之中引起了一场关于新闻职

业道德的思考。如何从悖论中寻求隐性采访的正确出路，以及如何为这一采访手段定下底线，

是众多从业人员和学者所研讨的重点。 

关键词：隐性采访 新闻价值观 职业道德 个体侵害与公共利益 底线 

隐性采访，又称秘密采访或暗访，是指记者不暴露自己真实身份和采访目的，在采访对象不知

情的情况下，以偷拍、偷录或亲身感受的方式对新闻事实事件进行的采访。笔者认为这个概念

应包括了以下三个含义： 

首先，隐性采访必须是新闻记者在采访活动中，隐藏记者身份或隐瞒报道真实目的。这个方面

包含了主动欺骗与被动误导两种情况，而且采访对象应该始终处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也是该

类采访手段区别于显性采访，因而被称之为“隐性”的主要原因。其次，要以较显性采访为隐

蔽的手段或亲身体验的方式进行采访，秘密地采获新闻事实。这个方面着重于强调采访手段、

形式上的隐蔽性。再次，应该是对新闻事实、事件进行的采访，而非进行与新闻事件无关的活

动。只有是针对新闻事实、事件而进行的采集行为，才能称为“采访”；即使行为主体是新闻

工作者，如果脱离了新闻事实、事件，则该行为只能认定为个人行为，而非采访行为。 

新中国新闻史上，最早使用隐性采访手段的媒体应属中央电视台了。1992年7月，披露轰动一

时的无极假药市场的电视纪录片《再访无极》，正是以中央电视台记者骆汉城为首的暗访团所

拍摄。骆汉城在他撰写的书中写道：“中国最早的电视新闻偷拍始于我们一种无奈的选择。这

种选择如今已成燎原之势，成了几乎所有电视台暗访的首选手段。”在改革开放以后，新闻事

业开始面临一个全新的发展环境，新闻竞争也变得异常激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隐性采

访开始为一些敬业的新闻记者采用并屡建高效，进而引发越来越多新闻记者竞相效仿，最终蔚

成一种大势。”（顾理平《隐性采访论》） 

一、新闻价值观的激变与新闻职业道德的悖论 

长期以来，我国的报纸等新闻媒体同政府机关一样，同属于国家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本身没

有任何经济来源，行业内也几乎不存在什么竞争。80年代中期，特别是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

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新闻媒体的经营体制与运行机制伴随着改革的全面启

动而开始发生变化。其明显的标志是媒体可以开展内多种经营，逐步朝着产业化运作的方向发

展。实行产业化经营，意味着新闻机构不再依靠财政拨款，而是要依靠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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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化、新闻产业化逐步完善的同时，也给我国的新闻环境注入了激烈竞争的元

素。竞争的残酷，迫使新闻工作者要以一种暂新的思维去从事采写工作，这种思维就是要提高

作品的故事性与可读性，从而达到满足受众接收欲的目的。至此，新闻工作者的价值观便由

“为事实而写”过渡到了“为读者而写”。可以说，隐性采访正是顺应了新闻价值观的这种变

化，才会受到青睐。隐性采访作为一种更容易接近事实，更能够提升作品可读性与故事性的采

访手段，已为我国新闻实务界所普遍欢迎。 

媒体通过隐性采访，可以获取到显性采访所难以获取的事实，获取到的事实也比较真实可信；

而且，由于一般需要使用隐性采访手段采访的事实，多为关乎公众利益且不为广泛大众所知的

负面事件，如贪污腐败、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等。这样的事件也较有新闻价值，甚至能出现轰动

一时的“独家新闻”，上文提到的《再访无极》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但与此同时，隐性采访

的广泛运用也对我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产生了冲击。 

在采用隐性采访的新闻工作者的心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悖论：以一种被普遍认为是缺乏

道德的采访手段，去维护主流的社会道德要求，即对多数公众的利益的保护。对于受访者来

说，记者采用隐性采访，就是以一种几近窥私的手段来从自己身上获取新闻事实，并且侵害了

自己的利益，因此是不道德的。而记者则认为自己采用隐性采访的手段是为了维护大众合法权

益，从而践行了新闻职业道德的要求。 

那么这种悖论是否存在着一个平衡点呢？笔者认为有，而且应该是在于平衡个体伤害与公共利

益之上。 

二、隐性采访中个体伤害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 

在采访实践当中，只要有用到隐性采访的方式，就难免会涉及到侵害特定群体的隐私权、知情

权等权利。1991年，海湾战争中第一名被俘虏的服役女兵梅利茨•拉斯本•科尔曼归国后，就一

直抱怨媒体侵犯她的个人隐私：“我宁愿回到伊拉克的监狱中，也不愿意被囚在媒体为我设置

的监狱里。”在美国，有一份关于美国国内媒体的调查显示，7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媒体不

尊重公民的隐私权；另有几乎一半的美国人认为记者不讲道德，滥用了宪法赋予的他们特权。 

无论是名人还是公众，均不喜欢媒体采用隐性采访的采访手段，可见隐性采访对于被访者来

说，确实造成了一定的侵害。隐性采访对个体造成伤害的情形主要有：侵犯包括住宅在内的私

人场所；报道内容对当事人日常生活产生不利影响；记者获得个体或集体所拥有的机密材料，

并有广泛传播的威胁。这些现象导致一直以来都有业内外人士对隐性采访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产

生了怀疑。 

新闻采访过程中，记者并不具有侵害或窥视公民隐私的特权，这是实务界和理论界所共同认可

的；另一方面，记者运用隐性采访的方式，又是因为通过正常的采访途径无法或难以得到真实

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往往又涉及到大多数公民的合法权利（也包括公民的知情权）。平衡个体

伤害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判断隐性采访手段的必要性，需要确立一个原则，即必须以公共

利益为采用隐性采访的前提和目的，避免采访无端地侵犯公民隐私。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是

国际上的共识，而要遵循这一原则，又涉及到新闻工作者对于公共利益的认知与判断的情况。 

据我国媒体法学家魏永征的解释，所谓公共利益原则，是指凡是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事项，或者

出于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必须公开的事项，不受隐私权的保护。即新闻工作者一旦认定该事实与

较之与当事人多数的公众的合法利益密切相关，则可以忽略法律对当事人个体隐私权的保护而

做出披露或报道。顾理平在《隐性采访论》中，将这种学说定义为“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并

做出以下解释：当隐私权保护和公共利益保护发生冲突时，应该较多考虑对公共利益的保障。

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任何一个社会成员的行为都必须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如果每个人都

强调个人利益而忽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的保护，社会将失去存在的基础，每个人利益也无法得

到真正的保护。 



三、隐性采访的底线——行业规范？法律？道德？ 

上文中提到，确定隐性采访的必要性，必须考虑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与此同

时，新闻工作者在从事新闻工作的过程中，还要考虑到另一方面——国家的利益。这也同样需

要得到平衡。如何才能产生且维持这两种平衡，就要靠为隐性采访设立底线来实现。但在此问

题上，不同群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未达到统一。下文总结了国内外各方面的规定，

联系一些学者的观点看法，进行一些探讨。 

在国内外新闻行业中，有许多行业内规范对隐性采访做出了规定。例如1992年，我国国家保密

局、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新闻出版署、广播电影电视部发布了《新闻出版保密规定》，将国家

机密列为禁载内容；《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规定：“新闻工作者必须在宪法和法律

的范围内活动，自觉遵守宪法、法律和宣传纪律。”“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不揭人隐

私，不诽谤他人，要通过合法的手段获取新闻，尊重被访者的声明和正当要求。” 

 在国际上，国际记者联合会通过的《记者行为原则宣言》中规定：只用公开的方法获得新闻

照片和资料。美国职业记者协会则认为应当阻止偷拍和匿名采访，除非这种形式的曝光“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与公众的利益息息相关。”在英国，全国记者协会（NUC）的规范中有这样

的条款：除非是在公共利益这个基础下的辩护记者不应做出任何干扰他人隐私、悲伤或痛苦的

事。同为英国媒体组织，媒体申诉委员会（PCC）在其规范中更为明确的规定了隐性采访方式

的运用。如，在未经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不得拍摄人们在私人场所的照片；记者不得获取或

刊载通过秘密监听而得来的资讯等。 

上述的种种规范对隐性采访活动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限制。但行业规范毕竟是行业内部从业人

员的自律性制度，缺乏相应的强制力，在出现法律纠纷时。则显得苍白无力。至于法律上所规

定的隐性采访底线，由于我国在专门法（即新闻法）上的缺失，使得要寻找法律条文的支撑，

只能到其它法律中去找寻。综观我国的法律，有以下几个方面为隐性采访提供了依据或做出限

制。 

在隐性采访的法律保障方面，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

版、机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

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

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

告陷害。”作为我国公民的新闻工作者，依照《宪法》的规定享有言论自由，从而引申出采访

自由和新闻自由。此外，舆论监督也是新闻媒体的一大社会功能，是实现《宪法》赋予公民监

督权的重要体现形式。在采访自由和舆论监督作用的要求下，隐性采访作为一种采访手段，是

应当受到《宪法》和其它法律的保护的。 

另一方面，我国其它法律法规也对新闻采访活动进行了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又约束了隐性采访

行为。如《刑法》分则中，在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

侵权罪、扰乱社会秩序罪等罪名时，直接限制了采访行为。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

保护法》第30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隐私。”第42条规定：“对未成

年人的犯罪案件，在判决前、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

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也有相同的规定。有法律界学

者认为，在未来修订专门法时，应对采访自由的底线加以更明确的限制。如不得采访立法、行

政部门秘密举行的会议；不得采访特殊地域与事物（包括军事基地、监狱等）。 

无论是行业规范抑或是法律条文，都必须有新闻从业人员自觉遵守。如果新闻工作者缺乏必要

的道德品质，故意利用隐性采访的手段侵犯他人合法权益，那么规范与法律也只能起到事后的

补救作用。道德品质的形成贯穿于一个新闻工作者一生之中，不同时期不同个人会拥有大相径

庭的道德品质。这决定了道德相较之规范与法律而言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所以单纯依靠道德

 



作为底线来限制新闻工作者的采访行为，在现阶段是不现实的。道德的作用应在于促使新闻工

作者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或行业规范，以及树立尊重他人人身权利的意识，从而达到约束规范采

访活动的效果。 

针对隐性采访底线的问题，目前，我国学术界根据现行法律，参考国内外新闻工作者的行业准

则，只是对隐性采访设定了六大禁区。这六大禁区是（1）国家机密；（2）司法机密；（3）

商业机密；（4）个人隐私；（5）未成年人；（6）法庭审判。但这些禁区只是保护了公共领

域内的特定群体不受隐性采访的侵害；对于更为普遍的涉及私人空间内侵犯个体权益的事件，

则起不到规范作用。即使在学术界内，不同的学者也持有不同的意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责任教授陈力丹认为，法律只是各种规范中的一种，而且是最低标准；更多的规范应依靠道德

自律。而魏永征则认为：道德是没有强制力的规范，而法律为有关规范设置了一条底线；尽管

有些准则在法律上早已有了规定，但是它在道义上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认可，那么这种规范在很

大程度上还会是一纸空文。在这场为隐性采访设定底线的争论中，至今仍未出现代表大多数意

见的观点，并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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