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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访需要予以保护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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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在沈阳“重庆小天鹅”连锁饭店的一系列黑幕，在记者的暗访之下，呈现于广大读者面

前。而同时呈现的，还有媒体不避风险、逼近真相的社会责任感，当然，同时到来的，也更有

暗访手段与舆论监督权力、法律保障之间的思考。 

  首先在于怎样保障新闻媒体如何充分地发挥其舆论监督权。在我国，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

“安身立命”的资本之一，被政府与民众赋予重望。但我们不应忽略一点：法律缺乏界定或界

定的不明晰，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技术的手段来解决，因此也绝不是用来反对暗访的充分理由。

何况，我们更需要真正提请关注的是：要想揭开其内幕，正常的显性采访手段显然无法达到目

的，而与此同时，它又关涉着所有消费者的利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利益的责任感要求

公众媒体担当其应有的使命，暗访也就成了惟一合理的手段。因此从这个角度我们甚至可以认

为，缺乏暗访的新闻监督是不完善的监督。 

  其次在于怎样保障暗访的合法权益。在法律对暗访界定的不明晰的同时，暗访者的合法权

益如何受到保护也就被置于尴尬境地，也当然地关涉着记者及媒体权益。同时，记者自身的安

全也令人担忧。“意外‘走风’”，“险些出了事”，“追问引起怀疑……”在记者的采访手

记中，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一些字眼，也不难体会其所暗含的风险。记者成为和平时代的高风

险职业，一些地方“记者险”的推出，以及记者被打的新闻屡屡出现，都无不表明这一点。而

且事实上，暗访的风险远不止于此。正像媒体报道的那样，新闻记者进行隐性采访时，主要面

临法律诉讼、暴力威胁、钱色诱惑、断线威胁、升迁威胁这五大风险，然而更令人尴尬的在

于，当暗访这种手段越来越多地被新闻媒体采用之时，我们的法律法规却并没有及时地对此提

供必要的保障。 

  新闻媒体暗访的社会意义，正是在于它干预的是特定的社会关系，特别是某些社会关系中

产生的问题与矛盾变得突出时。由此而言，正因为暗访是舆论监督不可或缺的构成，正因为暗

访使公共利益得以保全并实现，所以，我们更有必要通过法律的形式，以权责对等的形式，对

暗访予以保护和规范。 

  社会是一只前行的大船，新闻媒体就是站在船头的瞭望者。正如一位因暗访而获得中国新

闻奖的记者曾说过的：无论是作为记者，还是作为普通公民，我们都要去揭露真相，我们别无

选择。我想，对于暗访这样一个法治社会的法律命题而言，如何健全并完善之，同样也是一件

别无选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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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章：暗访

· 一次成功的暗访经历 (2005-9-6) 

· 记者暗访历险记——暗访靖宇小煤窑札记 (2003-10-9) 

· 媒体暗访，偷拍偷录被滥用？ (2003-2-12) 

· 涉入式新闻暗访道德和法律问题初探 (2002-9-12) 

· 紧追色性 另类暗访制造媒体垃圾 (200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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