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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波：当前新闻自由的异化困境

    新闻自由是记者享有的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权力。权力的行使具有强制性，权利只能停留在记者个人享有的层次

上，把权利当权力必然导致新闻侵权，这种现象在今天已经屡见不鲜了。 

  新闻自由：记者应该享有的权利 

  新闻自由这一概念是由资产阶级政治家、诗人约翰·杰斐逊的出版自由的观点衍生而来。“新闻自由是指新闻媒体

为了公共利益，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采访、写作、报道、发表新闻信息的自由。”①1951年，国际新闻学会综合

了各方的意见后，提出了衡量新闻自由的4条标准：采访自由，指记者对任何新闻事件有采访、了解、发掘新闻事实

的权利，政府机关、有关部门和个人应给予方便，而不应进行任何干预；传递自由，无论新闻发生在什么地方，记者

采访所写成的稿件，首先必须传递到所属新闻机构的编辑部，方能进行新闻传播的其他程序。如果传递受阻，将被视

为对新闻自由的触犯和违反；出版自由，指报纸的出版和发行，如果受到限制或发行受到检查，自由即遭到破坏；批

评自由，允许每个公民有思想、言论自由，可以自由表达各种意见，评论时政，批评政府的政策和官吏的不法行为。

对于以上四条标准可以看出新闻自由的绝对至上性，其实任何国家不管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有多大的差异，但是界

定的新闻自由权利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是有制约和条件的。否则，这种自由必然会构成对另外一种自由的侵

害，最终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

示威的自由。同时《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

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记者作为公民同样具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权利和义务是相对

的统一体，享有权利的同时必须尽到义务。 
  新闻自由是记者享有的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权力。权力的行使可以有强制性，权利只能停留在记者个人享有的

层次上，把权利当权力必然导致新闻侵权，这种现象在今天已经屡见不鲜了。当然，新闻自由作为民主制国家法制和

民主进步的标志，现代民主制国家都在坚持和强调这一权利，也认识到了这种权利的积极作用。作为新闻自由权利行

使主体的记者有了这一法宝可以深入到普通人达不到的层面进行采访，从而有利于揭示问题，发现问题，有利于社会

的发展和进步。否则，作为社会守望者的记者就会退化为通报者的角色，会和普通大众对社会的感知处于同一水平。

普通大众需要记者运用新闻自由权利深入报道新闻，从最基本的感知层面上讲能够满足大众好奇的欲望，从认知层面

上能够让大众发现问题形成舆论压力促成问题的解决。同样，国家也需要记者运用新闻自由权利进行采访发现社会问

题，很多问题都是由记者的报道引起权力部门的关注，甚至是通过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得到妥善的解决，使社会某些方

面走上正轨。所以，对新闻自由的价值分析上，我们应该肯定其作用。作为记者权利之一的新闻自由应该得到保护。 

  当前新闻自由的异化：膨胀化、权力化、理想化 

  新闻自由是记者应该享有的权利，但目前，对于新闻自由的运用上、理解上和思想上却产生了困惑，陷入了困

境。新闻自由运用上膨胀化，主要表现在过分侵入名人隐私、新闻失实和幸灾乐祸心态。新闻自由膨胀化就是记者在

新闻报道上以新闻自由为借口，主观上强奸受众意图。过分侵入名人隐私只能满足一部分受众猎奇的心理，不应夸大

为受众普遍的心理。“公众人物中的娱乐明星则是因为他们从娱乐中获取经济利益，除非非常过分的偷拍，也不被认

为是侵害其隐私，因为他们既然从媒体曝光中获取经济利益（不一定是直接的，比如出境率保持知名度无形中产生广

告收益等），当然要让渡一部分隐私权。”这种观点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过分的侵入，必然令人产生错觉，认为新闻

自由是凌驾于一切的自由，新闻自由甚至可以颠覆名人保护自己隐私的自由，以致形成 “名人无隐私”的媒介公

识，这种情况是应该避免的。新闻自由膨胀化的另一种表现是有些记者竟然造出假新闻来亵渎新闻自由。新闻专业主

义强调新闻的真实性，新闻来不得半点虚假。如果新闻自由膨胀到可以自由造假新闻，那么新闻记者在失去新闻专业

精神的同时也就失去了新闻自由的权利。真实是新闻报道的第一性，新闻是第二性，记者在报道新闻时应该站在公

正、客观、平等的角度，不应该成为一个幸灾乐祸的看客，夸大新闻细节，新闻自由的权利是用来报道新闻，引导和



促进社会向健康方向发展。在弱势群体的报道中经常能看到新闻自由的不恰当的发挥，民工好像永远在以生命威胁老

板索要工资，唯一不同的就是这回是爬上电线杆下次是爬上了屋顶，记者在细节描写上可谓竭尽全力，却忽视了这样

的细节会带来极坏的模仿效应。 
  新闻自由权利权力化，主要表现在新闻审判和以权交易。新闻自由权力化后赋予了新闻审判权，这样就涉及到新

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关系问题。新闻自由是权利不是权力，新闻自由不能滥用，不能越位。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权、批

评建议权、知情权，媒介担负着社会守望者的角色，但是，媒介不能以新闻自由为借口，超越司法程序，进行新闻审

判。媒体只具有报道权，不能代替司法审判权。新闻自由只是权利，不具有权力。权利体现的是一种完全平等的与义

务相一致的关系；权力体现的则是服从和被服从，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的关系，具有强制性，由国家权力部门依法

执行。新闻媒体是一个为社会大众提供新闻信息的服务性机构，不具有权力。在新闻报道中不应滥用新闻自由，要坚

持中立的立场，力戒新闻审判，不得超越司法程序，维护司法独立性。新闻自由权力化导致了以权交易现象屡禁不

止。记者利用新闻自由的旗号，得以采访形成对一些人有利益损害的稿件，进行威胁敲诈。表现方式有采访前索要好

处；或采访中避重就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采访后故意压稿不发，等待相关利益人拿钱消灾。 
  新闻自由理想化，即新闻自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这种把新闻自由理想化是不可取的，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

有限制的。“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每个人所能进行的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界限是由

法律规定的，正如地界是由界标确定的一样。”②法律又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因此新闻自由必然为一定的阶级服

务。“新闻自由作为一种政治权利的表现，不能离开一定的经济基础；它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有什么性质的经

济基础，就有什么性质的新闻自由。”③绝对的新闻自由在政治角度上讲，必然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政局稳定和统治 

；从普通公民角度上看，绝对的新闻自由必然以剥夺其他自由为基础，权利的平等性要求新闻自由权利只能与其他权

利是平等的，不存在权利上的权利。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随着我国新闻自由空间的扩大，新闻自由在新闻采访报道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促进了

社会的健康发展。现阶段应主要做好以下方面的思考：改进新闻报道方式，相信大众的判断能力，记者运用新闻自由

深入深度采访，在揭示问题时应尽量站在中立的立场进行新闻报道，不能感情用事；加强记者自身素养，掌握好运用

新闻自由的尺度；继续争取新闻自由的空间，运用法律保护新闻自由在新闻实践中的顺畅体现。 

  注释: 
  ①顾理平著，《新闻法学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版， 第21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8页 
  ③陈霖编著，《新闻学概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修订版，第350页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７年９月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电话与传真：0086-10-85195511 

电子信箱：cassethics@yahoo.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