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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应如何报道案件 
———专访中国政法大学法制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刘彬教授  

记者：刘教授，您认为目前传媒在报道案件中存在哪些问题？ 

  刘彬：传媒报道案件，是新闻自由在司法领域的具体实现。传媒的报道并不意味着传媒

总是正确的，在主观上也不能要求它必然促进司法公正，当然不适当的传媒报道也会形成负面

社会影响，传媒在报道案件中存在的问题，在我看来有几个方面。 

  一是超越司法程序抢先作出定性报道。比如，2000年1月17日浙江金华发生了一起儿子残

杀母亲的“家庭暴力案”，这起凶杀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震惊，全国有近百家新闻媒体对此案

进行了报道。但这场报道从开始到结束，许多媒体并没有很好地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在

法院还没有审理此案前，媒体就认定是犯罪嫌疑人杀害了母亲，同时还把当事人的姓名、就读

学校、母亲的姓名等个人资料全部公之于众，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和有关的法律法规，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应当纠正；二是煽情性的热炒。近几年来，有些记者

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帜，不顾大局，故意炒作，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三是显失公正平衡的

报道。形成显失公正平衡报道的原因很复杂，有记者本身的因素，有媒体自身的原因，也有来

自外界的干扰。来自记者自身的因素主要是图省事、走捷径、走过场、缺乏识辨能力，或者道

听途说、捕风捉影，或者溜须拍马、丧失气节，还有一种情况是记者急功好利，追求“轰动效

应”，只抓一点、不及其余，结果哗众取宠，显失公平。 

  案件报道中应澄清的几个问题 

  记者：目前新闻界和法律界主要有三种主张：一是立案说，即案件一旦立案就可以报道；

二是结案说，即案件办理完结以后才允许采访报道；三是文责自负说，即在法院宣判前，新闻

机构可以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您认为案件报道究竟该从哪个阶段开始？ 

  刘彬：关于媒体报道案件的时机，我认为除了特殊情况之外，从案发到结案都可以进行报

道，不存在什么时段可以报道、什么时段不可以报道的问题，关键在于怎样进行报道，报道中

应把握哪些原则。传媒要养成尊重司法权威的习惯，司法要对传媒持宽容的态度，因为传媒与

司法在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追求正义与公正。 

  记者：对于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应以“不公开报道”为原则，但是否所有不公开审理的

案件均不得报道？ 

  刘彬：比如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法律禁止披露犯罪者的身份，却未禁止披露案情。况且此

类案情公开披露，对社会有一定的教育、警示意义。胡平仁认为，报道“不公开审理”案件的

理由和应遵循的原则是：一、依照法律规定，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其判决也应当公开进行，因

此对不公开审理案件的判决结果可以报道；二、报道判决结果就可能涉及案情，因此案情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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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报道，而是“不宜详细报道”；三、报道案情的内容应当以判决书披露的内容为限。 

  记者：在新闻界和司法界都有人认为，有些案件的报道需要经过司法部门的同意，您怎样

认为？ 

  刘彬：新闻界持此观点的人士可能基于怕影响司法、怕承担责任等考虑，司法界持此观点

的人士可能出于维护司法独立、免受负面影响等考虑，我认为不管基于何种考虑，这种观点值

得商榷。首先，新闻是自由的，媒体是独立的。宪法在保护司法独立的同时也保护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是一个民主与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两者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其次，如果媒体报道或监督司法需要经过司法部门的同意，那么媒体报道或监督行政是否也要

经过行政部门的同意？媒体报道或监督社会其它行业的丑恶现象或违法犯罪行为是否也要经过

这些行业的同意？如果媒体的报道或监督都需要经过报道或监督对象的同意，那么媒体还算独

立的吗？新闻还是自由的吗？第三，媒体独立自有媒体的规矩，新闻自由也有新闻的章法，媒

体报道或监督司法应当按照媒体的规矩和新闻的章法来，而不是要经过司法部门的同意。 

  记者：有人认为，案件在审判过程中，传媒可以进行报道；但法院裁判作出后，传媒只可

以对案件展开讨论，不能评判裁判不公正，不能对法院及其裁判进行抨击，否则就会有藐视法

庭之嫌，您是否同意？ 

  刘彬：这种观点也值得商榷。媒体不对法院及其裁判进行抨击是正确的，但说“不能评判

裁判不公正”就不妥了，于情、于理、于法都讲不通，在法、理、情等方面都找不到依据。新

闻舆论监督就是要监督司法活动的“不公正”，如果你判的不公正我也不能评说，何谈舆论监

督？再说既然在“法院裁判作出后”传媒“可以对案件展开讨论”，那么就肯定要涉及案件裁

判公正与否的问题，否则“讨论”还有什么实质性意义？ 

  培根有一句名言，叫做“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恶果相当于十次犯罪。”如果传媒对这些

已经终审的冤假错案判决也不能评论，那么传媒还去监督司法什么呢？而事实告诉我们的是：

许多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得益于媒体的评论与呼吁。 

  记者：如果允许新闻舆论对具有国家强制力的司法审判予以评论，会影响司法机关的权威

和形象吗？ 

  刘彬：这种担忧是善良的，但却是多余的。魏永征先生曾针对某地方高级人民法院“不得

作出与法院判决相反的评论”的规定，写了一篇题为《不准发表“与判决相反评论”的规定不

攻自破》的文章，他说：“真正的铁案是怎么也翻不了的，而被几篇相反的评论就搞翻了的案

子肯定是站不住脚的错案，除了对某些乌纱帽可能有所不便外，还能有什么危害呢？”我非常

赞同魏先生的观点。媒体对于司法活动的评论有时可能失之偏颇，但我认为只要评论是善意的

和建设性的，而不是恶意的和攻击性的，那么它对司法机关的权威和形象就不会产生多少负面

影响。一般情况下，新闻舆论对司法审判善意和建设性的评论，对于司法实践是具有积极意义

的，对于司法公正是具有促进作用的。司法机关的权威和形象是建立在公正执法的基础之上，

新闻媒体要维护，社会各界要维护，但是更要靠司法人员自己来维护。 

  案件报道应当把握的一些原则 

  记者：您认为，媒体在案件的报道上应当把握哪些原则？ 

  刘彬：一是要选择典型案例，社会上每天都可能发生许多案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要进行

报道，也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可以进行报道，报什么，不报什么，作为记者和媒体都存在一个选

择的问题，只有那些具有典型意义和新闻价值的案例才有必要向社会披露和向大众传播；二是

报道案例要注意导向性，同是一个案子，切入的角度不同、报道的思路不同、采访的重点不

同、写作的方法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三是有些案件一经披露可能妨碍侦破或危及

当事人人身安全，媒体就应当暂缓报道，如绑架案在人质被安全解救以前，毒品、走私案在未

破获之前，媒体就不能报道案件的发生，更不能跟踪报道案件侦破全过程；四是在刑事大案的

 



报道中，媒体应严格限制披露警方侦破手段及过程，以免为罪犯提供反侦破经验；五是对于待

决案件应以客观事实报道为原则，不宜作带有明显倾向的评论，更不能抢先司法程序使用定性

式语言进行报道，否则就有干扰司法之嫌；六是案件报道一定要客观公正，尤其是在民事、行

政诉讼案件的报道中，不能偏听偏信，也不能偏袒某一方，更不能故意炒作；七是在案例报道

中，应当尊重当事人的人格权，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权。即使是一个被核准死刑的罪犯，他的人

格和隐私只要与案件无关，也不宜作负面的渲染；八是出于人道的关怀，不应强行采访受害

者，以免对其造成再次伤害。比如对强奸案件中的被害人，如果受害者不愿意接受采访，记者

就不要强求为难；九是报道之后要及时跟进，因为整个案件是动态的，案件本身有一个过程，

办案也有一个侦查、起诉、一审、二审的程序，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和特点，所以报道

案件也要随着办案的流程及时跟进，客观地、全面地反映案件的动态进展情况；十是在案件报

道中，要注意合理掌握报道分寸，对不适于公开报道的内容要加以必要的过滤和技术处理，不

宜详尽地描述犯罪手法，同时要避免将一些特别残酷、恐怖、血腥、淫秽的细节和盘托出，以

免对公众造成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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